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政府要求大學公開資訊，防止不當補助金 
 

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 

 

日本政府預計自平成 32年度(2020年)起，實施「高等教育無償

化」措施(即無償補助學生於大學等高等教育機關就學)。依此，7 月

2 日決定各校應該公布因成績不佳而停止發放補助金的學生人數及

其理由的方針。 

此措施旨在於防止學習意願低落的學生升學，同時防止經營不

善的學校以領取國家補助金為目的，而招收無學習意願學生的不正

當作為。政府現正準備訂立相關法案，當此類學生人數太多或太少

時，依法可要求校方通報，並介入進行調查。 

「高等教育無償化」措施，是日本政府為減少學生因經濟困難

放棄升學，而以低收入戶家庭學生為主要對象，提供數千億日圓的

預算補助學生減免學費、或以免償還的獎學金援助其生活費。 

由於缺乏學習意願的學生也有可能列入其中，因此每年必須確

認領取補助金學生的學習狀況。倘若學生每年取得的學分數低於必

修學分的 6 成以下，或成績低於全體總名次的 25%以下時，將給予

學生警告;經 2次警告者，則不再支付其補助金。 

然而，學校為了讓學生在學以維持經營，可能在評比學生成績

時拉高實際分數。因此，政府現正採取要求學校通報的方針，藉由

校方公開資訊於網頁，使其資訊透明化，以期抑制不正當領取補助

金的行為。 

日本政府致力防止不正當領取補助金的狀況發生，係由於擔憂

越來越多大學因高齡少子化而陷入經營困難，且對學生每人每年最

多可投入超過 100 萬日圓的預算致使此制度容易遭到濫用，成為缺

乏學習意願低收入戶學生賺取金錢的管道。再者，此措施也可能成

為經營不善的大學的救生稻草，因此，必須同時進行大學的重整或

改革經營狀況。 

「高等教育無償化」措施相當優渥，政府相關人員擔憂若不採

取任何對策，恐會遭濫用。此無償補助的範圍不只學費，還包含學

生的住宿費及伙食費等生活費。這是為了要讓學生不打工維持生活

也得以專注於學業。具體的補助額度，預計今後訂立制度時予以決

定。但是，一般而言，一位學生的獨立生活，一年需補助約 100 萬



 

 
 

日圓。 

近年因少子高齡化嚴重，大學的經營環境也相當嚴峻。根據日

本政府的調查結果，日本約 600 間的私立大學中，招收學生人數不

足的大學有 39%，經營赤字的大學則占 41%。經營困難的大學為存

續經營，恐會招收學習意願低落的學生，有不正當領取政府補助金

之虞，故積極採取各項防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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