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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高中免學費制度的議論已到關鍵時刻。下村博文文部科學大

臣(教育科學部長)表示從 2014 年度開始擬定附加所得限制，但是，

在實施免學費制度時贊成之共同執政的公明黨內有消極的反對聲

音。8月中，自民與公明兩黨若無法取得共識，2014 年春天要導入新

制度將有所困難。 

2013 年 8 月 2 日自民黨文部科學小組會議後，召集人水落敏榮

參議院議員表示「必須要透過執政黨間的協議盡速決定」。另一方面，

1 小時後的公明黨小組會議結束後，召集人福島智子眾議院議員表

示，「黨內有不應該採取所得限制的聲音」。浮現兩黨的分歧。 

有關高中免學費制度，自民黨從在野黨時代就有「亂花錢」的批

判，而強調應該實施所得限制，研擬不提供高所得層的給付，將因此

而節省下來的財源增加對低所得者的補助。 

另外一方面，公明黨表示「國民教育應該以公費支出」，因此贊

成當時執政黨之民主黨政權的法案。因此，無法輕易地贊同自民黨提

出之所得限制。 

就事論事，即便實施所得限制，但是，要以年收入多少為基準也

是相當困難的問題。 

文部科學省在2013年 8月 2日提出以年收600萬至 1200萬日圓

間將給付對象者分成九等級的方案。依該資料，一定年收附加所得限

制及給付對象者的比例情形如下: 

1.600 萬日圓:46% 

2.800 萬日圓:69% 

3.1000 萬日圓:85% 

4.1200 萬日圓:92% 

援助低所得者的財源的內容則為(1).1750 億日圓(2).850 億日

圓(3).210 億日圓(4).財源過少無法提出支援方案。 

文部科學省當初是將800萬到950萬日圓的界線作為一個有力的

基準。文部科學省的幹部表示，這樣是在「社會上視為高所得的年收



 

額及能籌措的財源間求得平衡」。 

但是，依據相關人士的說明，公明黨內對年收入 1000 萬以上作

為基準的意見很強。另外自民黨內有 600 萬及 700 萬日圓的意見。 

如果自民黨及公明黨能夠取得共識，對低所得階層的協助也有困

難。設立無需償還給付型獎學金也因為財務省的反對意見，能否在年

底編入預算內也呈現不明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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