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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議題重要性壹、議題重要性

一、日本小型國小之裁併能有效提升學習成效及減少人事成本一、日本小型國小之裁併能有效提升學習成效及減少人事成本

        日本受到少子化及疏離化（人口密度降低）的影響，合併裁廢公立國小成為各

地重要課題。文部科學省為協助地方政府實施合併裁廢學校，在教師配置等方面積

極提供協助。有意見認為裁併國小將有助於提升學習環境及成效（駐日本代表處教

育組，2014a）。日本在《學校教育法施行細則》中規定學校最適規模以12-18 班為

標準，規定學生通勤距離最高限制國小學生4 公里（引自劉文通，2009），部分研究

發現，日本整併6班以下的小學至最適規模，將可增加學生互動機會及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直到2013年度前的10年間，日本全國的公立國中小約有1成（3,000所）進行合

併裁廢；公立國小的學校數20年來減少15%，學童數也減少24%。2013年度約有1成

國小是5個班級以下的小規模學校，同時也採用2個班級以上的學生併班上課方

式。2014年5月，日本政府經濟財政諮詢會議曾提出為因應少子化，應實施合併裁廢

學校的建議。財務省表示，2011年度至2013年度間，合併裁徹學校而減少571所國中

小後，人事成本減少約210億日圓（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4b）。

二、臺灣小型學校的發展面臨諸多問題，可思索裁併之可能性二、臺灣小型學校的發展面臨諸多問題，可思索裁併之可能性

        臺灣規模過小的學校並不利於學生的學習，難以達到預期的教育目標，且投入

的教育資源因使用人數太少未能充分使用，反而稀釋已捉襟見肘的地方教育經費。

因此，有進行教學資源整合的必要（劉文通，2009）。因少子化衍生學校規模過小

的問題，將導致教育投資使用效益偏低，進而產生教育資源浪費的情形，學校應講

求最適經營規模的發展，依據合適的經營規模觀點對校數進行調整，以期更加符合

經濟效益，有效統整教育資源，降低政府財政的浪費（吳政達，2006）。臺灣人口

少子化背景下，小型學校的生源壓力越來越大；小型學校有其特殊的優勢條件，但

也有其無法克服的劣勢，如學校經費、編制不足，較難提供多樣的課程及教學活動

資源，學生間缺乏有效的同伴刺激和互動學習機會等：小型學校經營與整體教育發

展形成了落差，同時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其轉型、改制或者整併成為提高教育效

益的重要議題（肖龙井，2011）。有關小型學校之合併問題，教育部係基於學校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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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太小的小型學校，其團體學習文化刺激不足，不利於學生群性發展與學習，也不

符教育投資成本效益（劉靜文，2015）。

貳、主要國家具體作法與改革趨勢貳、主要國家具體作法與改革趨勢    

一、日本擬統合裁撤未滿一、日本擬統合裁撤未滿6個班級的國小個班級的國小

         日本文科省針對少子女化及人口過疏化等影響造成規模縮小的學校，係60年來

首次修訂方針。專家學者小組在檢討小規模學校的缺陷後，認為無法調整班級的6班

級以下國小應積極檢討統合裁撤問題。另外，針對7班級至11班級的國小，也應該考

量未來的學生數量後，再次檢討統合裁撤的必要性。再者，基準設定在學童以徒步

或自行車之方式通學，國小為4公里以內為適當距離。今後將考慮實施校車營運的方

式，變改距離為含使用交通工具等情況下約1小時內。依此，通學距離即可擴大，學

童可能前往較遠之學校上學（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2015a）。

二、日本調整國小裁併校政策，將增加合併校教師二、日本調整國小裁併校政策，將增加合併校教師

         日本文部科學省為促使受少子化及人口稀離化影響的地方政府能順利推展公立

小學合併撤廢作業，因此決定增援擴充政策，採將各校配置教師人員比原定教師員

額人數（以學年數基準計算）多1人的措施。位於人口過稀區域的小型學校，常會面

臨教師不足局面，導致校內活動或教育課程等有所不足。因此，該政策的目標是希

望能夠藉由學校的合併撤廢，確保學校一定程度的規模。此外，小型學校也常會遇

到因為無法隨著學年變換而重新編排班級，造成學童人際關係的僵化；且課堂中也

難以彼此激盪出多樣化的意見。基此，日本政府乃回應這些需求而決定繼續放寬增

加1名教師的學校條件，且將原本合併撤廢後起的3年增額期間規定，調整延長為合

併撤廢前1年起連續6年皆為增加員額期間。這些增額教師除了負責學校合併撤廢的

相關業務外，也將負責學童分班課業輔導課程。日本政府預計2014年將增加100名教

員，2015年度起將再追增350人，今後10年總計將增額1,150人（駐日本代表處教育

組，2014c）。

         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的估算，2015年教職員的人數將會隨著兒童學生數的減少

而自然減少3,000人，再加上學校統合裁撤等因素，將會再減少1,000人。換句話說，

總共將會減少4,000名教職員。文部省針對減少4,000人之中，利用「加配員額」方

式，於2015年度實質增加900名公立國中小的教職員人數，並依政策目的不同進行配

置，以期充實整體教育環境。新配置的教職員主要用於：推動以孩子為主體進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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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行動學習」、充實國小專科教育、擴充教師與事務職員、加強特教等（駐日

本代表處教育組，2015b）。

參、我國現況概述參、我國現況概述

一、教育部對於小型國小將開放公辦民營一、教育部對於小型國小將開放公辦民營

        相較於鄰國日本，台灣在高齡少子化以及東西文化的社會背景衝擊之下，所面

臨的變動將更為急遽（范蓓怡，2012）。面對少子化衝擊，教育部長期在國小教育

階段推動的具體措施包括：推動逐年調降國民中小學班級人數計畫；提高國小教師

員額編制；發布國中小校舍整併相關原則；落實校園閒置空間活化再利用；發展偏

鄉地區特色學校；小型學校裁併校之檢討；研議委託私人辦理公立國中小之相關機

制（教育部，2014）。對於所謂「小型學校」，各界即有相當多不同看法，教育部

認為國小最適經營規模為100位學生以上，故各縣市皆以此為基礎，各訂定不同之小

型學校人數規模，高雄市政府將小型學校界定為80人以下學校（劉靜文，2015）。

依據教育部的統計資料，國小在校學生數100人以下或班級數6班以下稱為小型學校

（肖龙井，2011）。國民小學經營規模不經濟應為100 人以下，班級數6 班以下學校

（吳政達，2006）。根據教育部統計，目前學生人數低於50人的國小有432所。教育

部長吳思華公布「小校ＯＴ公辦民營」計畫，50人以下的小校將開放公辦民營，維

持既有的經費、人事員額，學費比照公立學校，但校務委由非營利法人經營，特許

期約3到12年（楊鎮宇，2014）。

二、部分縣市對於小型學校採用裁併策略或轉型方案二、部分縣市對於小型學校採用裁併策略或轉型方案

        我國依國民教育法及地方制度法之規定，國民教育階段屬各縣市政府權責，為

地方自治的管轄範疇，因此每個縣市都有其不同的作法，而積極進行整併的縣市多

是以農業為主、且財政較為困窘的縣市（黃俊傑，2007）。為了經濟資源的整合與

學校最大化應用，一些縣市在國民教育階段採用裁併校策略、廢校或是學校轉型的

方案（王瑞壎，2012）。在小型學校中，各縣市皆訂有合併、轉型或改制之人數限

制；新北市、基隆市及桃園縣50人、嘉義縣51人、屏東縣學生人數未達100人者，調

整為分校，未達50人者，調整為分班；高雄市原訂定小型學校永續發展自治條例內

容則以40人以下，且學區學生流失嚴重學校為轉型重點學校。偏遠地區符合特殊指

標者不進行整合尚無疑義，但偏遠地區未符合特殊指標之小型學校，以及市區內受

各行政區發展速度影響，區間人口流動過度集中導致學生流失嚴重之小型學校，確

實有進行評估檢討整合之必要性（劉靜文，2015）。雲林縣政府的轉型優質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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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針對百人以下學校，需通過計畫審查以及進行後續的評鑑過程，才能免於被裁併

之命運（雲林縣政府主編，2009）。苗栗縣政府教育處於2015年開始推動國小裁校

方案，例如：苗栗縣政府教育處劉火欽表示，如果裁校，每所學校一年可省下一千

五百萬元，如果改設為分校，只少了校長、護理師及幹事等行政人員，一年省下約

三百萬元；經過討論，裁併省下的經費比較高，有利於財政，也有利於學生的學習

效益，因此決定下學年度全校學生數少於卅人的國小，將在2016年8月裁校，不採取

改設分校的機制（吳為恭、蔡政珉，2015）。

肆、對我國的啟示與建議肆、對我國的啟示與建議

一、依據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進行裁併之考量一、依據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進行裁併之考量

        依據教育部提出的「小型學校發展評估指標」，除了符合特殊條件指標，如該

鄉鎮只有一所小學、原住民地區學校或到鄰近學校交通有重大安全顧慮等的小型國

小不宜裁併外，應參考一般指標，若評分愈低，即表示學校愈應考慮整合或裁廢。

二、參考小型國小的校務評鑑結果進行學校轉型或裁併二、參考小型國小的校務評鑑結果進行學校轉型或裁併

        各縣市政府應針對6班以下小型國小的校務評鑑表現進行通盤檢討，表現佳者鼓

勵持續發展及轉型，表現差者則考慮裁併，其中，連續三年校務評鑑結果不佳的小

型國小可考慮直接裁廢。

三、成立小型國小裁併指導委員會三、成立小型國小裁併指導委員會

        各縣市政府針對小型國小的裁廢或整併事宜，成立小型國小裁併指導委員會協

助處理，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具備裁併校相關理論與實務經驗的專家學者、教育行

政主管機關人員、校長及學校行政人員、學校教師、學生家長、當地社區人士等。

四、整併後的國小可增加師資，並進行年度校務評鑑四、整併後的國小可增加師資，並進行年度校務評鑑

        可參採日本增加合併校教師的做法，各校配置教師人員比原定教師員額人數

（以學年數基準計算）多1人的措施；各縣市政府針對整併後的國小增加適當的師資

員額，並且每年進行校務評鑑，以促進學校教育品質與辦學績效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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