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七成學校需負責收取營養午餐費，加重教員負擔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於 11 月 4 日發表的關於學校營養午餐費的

收取、管理業務之調查結果顯示，全國有 74%的教育委員會將此業務

委由學校辦理。政府為減輕教員負擔並推動工作方式改革，要求將此

業務轉移交由自治體管理，但該結果突顯出教育現場執行速度的緩慢。 

中央教育審議會於 2019 年 1 月就有關營養午餐費的收取、管理

業務，作出「非屬學校與教員原有業務」的答辯。文部科學省也於同

年 7 月訂立將營養午餐費編入各自治體會計，改由自治體管理之「公

會計化」方針。本調查以 2019 年 12 月為基準，調查對象為負責管理

國中小營養午餐業務的全國各地方自治體的教育委員會，除了免費提

供的自治體外，共計 1686 個教育委員會回答。 

回答「已實施」由自治體營養午餐費直接收取的只有 26.0%(438

個教育委員會)；而回答「準備、討論中」的有 31.1%(524 教育委員

會)，加上「尚未預計實施」的 42.9%(724 教育委員會)，尚未實施的

教育委員會數加起來超過七成。針對尚未有實施計畫的教育委員會，

以答案複選方式詢問其原因時，回答「導入資訊管理的業務系統之費

用」的有 398 個教育委員會，其次為「人力的確保」，有 391 個教育

委員會回答。 

文部科學省表示由各學校辦理業務時，多是家長讓兒童攜帶現金

到校或是家長匯款到以校長名義開設的帳戶之方式。如有未繳納的家

庭，則多由教職員到府訪問收取。對此，部分教育委員會認為「這是

一種可直接與各家庭進行溝通的方式」，但也有教育委員會指出「因

計算失誤頻繁而使用 PTA 會費填補」（埼玉市內小學）等情況，也曾

經發生因收不足午餐費而向業者商量簡化菜色之情形。 

文部科學省公開調查結果時同步公開已實施公會計化的自治體

事例，千葉市 2018 年度導入該制度後，帶來平均 1 間學校一年約 190

小時的教職員業務削減效果。該省表示「透過公會計化制度，可由自

治體預算的預備經費中補充不足的午餐費」，今後將持續推動制度的



 

 

導入，希望有助提供讓教員可專心指導學童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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