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國立大學法人化實施後之褒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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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於2004年4月開始將全國89所國立大學及其附屬學術研究

機構法人化，由各大學自行邀聘校內、外人士成立「經營協議會」。

文部科學省並且成立「評價（鑑）委員會」進行定期評鑑。國立大學

法人化之第1期6年計畫將於（2010）年3月結束。第2期6年計畫

自本年4月開始推行。 

法人化後，各國立大學自2006年開始，每年由文部科學省過去

補助之經費逐年減少1％（至2010年為止共減少5％。2009年編列

此項總預算為日幣1兆1,695億元）。至於各校每年學費收入、企業

捐贈或企業委託研究基金之收入統歸各大學所有，並由校長所領導之

「經營協議會」決議費用開銷。因此，校長權限加大，大學自主性也

提高。 

有關國立大學法人化實施至今，國立大學財務經營中心所屬成員

之筑波大學新谷由紀子准教授等人公布2008年12月至2009年2月

進行86所國立法人大學問卷調查結果得知，7成校長（約佔3分之2）

對於實施國立大學法人化持肯定態度。但有半數學部之部長認為國立

大學法人化對學術研究並未提升而持否定態度。 

肯定國立大學法人化之校長當中，約有66％回答表示，「國立大

學法人化有利提升校務經營效果」。另有8成以上校長對於問卷之15

個問項中的7個問項持正面肯定的表示，國立大學法人化後帶來「大

學個性化」、「管理營運合理化、效率化」。另有6成對於「學術研究

活動趨於活性化」、「競爭力提升」等5個問項持肯定看法。 

至於，對學術研究面持否定看法之學部長中，有21％回答研究

成效「不如法人化之前」，而30％回答「比法人化之前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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