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於義務教育費國庫補助，文部科學省與地方之對立繼續存在 

文部科學省25日在中央教育審議會(文部科學大臣之私人諮詢機關)之下設

置「義務教育特別部會」並公布33名委員中除了地方6團體名額之外的30名委

員。 

文部科學省與地方，對政府與地方對於稅財政之修訂中，就有關三位一體改

革焦點之義務教育費國庫負擔制度之對立繼續存在，地方因而拒絕推薦委員名

單。義務教育特別部會首次開會日期預定為28日但雙方都沒有讓步之傾向。 

雙方對於中央教育審議會中由地方出任之正式委員之名額限制一事繼續對

立。地方要求3名正式委員，而文部科學省主張「正式委員只有2名」。因為未

解決這問題，地方也拒絕推薦義務教育特別部會之委員名單。 

義務教育特別部會是對於三位一體改革焦點之義務教育費國庫負擔制度進

行實質討論的地方。對於主張堅持該制度之文部科學省與要求將義務教育費國庫

負擔費作為一般財源轉移給地方之地方政府而言，是唯一能夠認真討論一次勝負

之場所。因此，在進入討論之前雙方競爭非常激烈。小泉首相也憂慮這種情況，

於2月中旬指示二橋正弘官房副長官，早期收拾這種狀況。 

去年11月政府與執政黨對於義務教育諸問題，同意中央教育審議會於今年

秋天之前作出結論。中山文部科學大臣於25日之記者會中對地方6團體之因應

批評稱：「等到現在已不再等了，(除了地方6團體之外)另外加入知事等地方之相

關人士7名，已相當顧慮到地方之情形」。 

另一方面，全國知事會之麻生渡會長(福岡縣知事)稱:「對於這問題有很長的

原委。(麻生渡會長剛於2月就任全國知事會會長)，他尚未與地方6團體代表會

面」，並表示協調需要花費時間。中山文部科學大臣指稱與地方有關係之委員，

是對於義務教育費移作地方之一般財源化要慎重姿勢之片山善博鳥取縣知事等3

名地方首長與橫山洋吉東京都教育長等4名教育長。 

片山知事至目前都是中央教育審議會地方教育行政部會所屬成員，且全程參

加審議過程，麻生渡會長批評認為「文部科學省之意圖是堅持義務教育費由國庫

負擔」。因此選擇堅持維持制度派之首長擔任作為委員，如說這是考慮到地方真

是不能讓人接受。 

文部科學省強調稱：「特別部會之討論，必須依照目前之審議進度進行，而

片山善博鳥取縣知事等人只是目前有識者中之一名而已」，雙方之間隙越來越深。 

25日發表之特別部會委員是以鳥居泰彥中央教育審議會會長為首之總會正

式委員11名兼任與臨時委員19名。地方6團體之代表預定為3名，其中2名正

式委員與1名臨時委員。 

臨時委員方面，還有以「縱軸10格橫軸10格之計算」有名之陰山英男廣島

縣尾道市立土堂小學校長與小說家阿刀田高、評論家宮崎哲彌等人被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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