
小泉首相指示協調中央教育審議會所空缺地方委員之名額為二名 

對中央教育審議會(中教審)代表地方6團體之委員「空缺」之問題，政府朝

以2名委員名額去協調。文部科學省對於代表地方之委員名額指示以「2名」，

而地方代表要求「3名」，變成對立之情況，小泉首相為解決該問題，指示說明

政府之立場，開始說服地方能夠接受並朝「2名」委員也能反映地方意見之方向

去協調。 

但是全國知事會、市長會與町村長會要求代表各會之代表能成為中央教育審

議會之正式委員，對於「輕視地方」之反彈相當大。代表地方6團體之地方代表

預定於4日舉行6團體會長會議研商因應之對策。 

中央教育審議會包含修訂三位一體改革焦點之義務教育費國庫負擔制度等

在內之義務教育全體改革主題之討論，今年秋天以前要做出最後結論。據政府相

關人士稱，如果代表地方之委員長期「空缺」的話將會導致延遲對於三位一體改

革焦點之義務教育費國庫負擔制度所作之最後決定，因此，小泉首相指示政府高

官出面來協調該問題。 

受到小泉首相之指示，政府內對於中央教育審議會地方6團體之代表，依照

文部科學省之案選出負責發放義務教育教師薪水之都道府縣與學校設置之市町

村各選1名委員，朝2名委員的方向去協調。中央教育審議會內設置義務教育特

別部會(名額為33名)，自治團體之相關人士已有7名委員，中央教育審議會同樣

有代表地方6團體3名之空缺，政府之相關人士判斷「已能夠十分反映地方之意

見」。 

政府內部為獲得地方之理解，除了中央教育審議會之正式委員之外，考慮增

加地方1名觀察員。中央教育審議會於2月15日，義務教育特別部會於2月28

日各在地方6團體代表空缺之下開首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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