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自 2025 年起不准大學新設藥學部 

駐福岡辦事處（派駐人員） 

文部科學省原則上已確定自 2025 年起將不准大學新設 6 年制的

藥學部以及增加招收名額之政策方針。用以因應未來藥劑師人才過剩

及近年因藥學部急速大量增設所產生招生名額不足的情形。  

在 22 日所舉行的有識者會議中，提出了限制新設藥學部‧增加

招生名額的建議案，將於 2022 年度中改正設置認可基準為目標。最

快的話，自 2025 年度起原則上大學不准新設 6 年制的藥學部及增加

該類招生名額。 

據厚生勞動省表示,至 2045 年藥劑師的總人數較醫院及藥局所需

要的人數(33 萬至 40 萬)多出約 10 萬人。藥劑師過剩的話，就會導致

就業困難及待遇惡化等。 

產生藥劑師過剩的背景因素主要為近年藥學部急速大量增設。伴

隨著醫療高度化,培育藥劑師人才的藥學部，自 2006 年度起，由 4 年

制改為 6 年制，在這前後時期，6 年制的藥學部接續被增設，從 2006

年的 66 所大學 67 個學部開始，至 2021 年 77 所大學的 79 個學部，

其中有 26 所大學雖同時設置有學習藥學基礎的 4 年制藥學部，但是

參加藥劑師國家考試原則上必需修習 6 年制的課程才行。目前培育醫

師、牙醫師、獸醫師的大學原則上不准新設及增加招生名額。大學則

可自由申請增設藥學部，只要符合法令規定即被認可。 

設有藥學部的 58 所私立大學(60 個學部)中，有 3 成的學校其入

學定員充足率在 80%，再者，修讀 6 年畢業後參加國家考試，私立大

學畢業生可以合格的不到 6 成。藥劑師被期待能與醫師合作提供患者

藥物療法以增進健康，不過被質疑藥學教育品質低下。另一方面，藥

劑師有於集中在都會區的傾向，特別是在偏鄉地區的醫院深感不足。

依據厚生勞動省的調查，醫院的藥師充足率，在愛知縣及兵庫縣為

98%，相較於群馬縣及青森縣則只有 50%-60%。因此，文科省的政策

方針也例外規定，自 2025 年起藥劑師不足的地區則准予新設及增加

招生名額。 

文科省將督促定員充足率及國家考試合格率較低的私立大學進



 

 

 

行改善，也考慮將來對於招生名額不足的大學給予減少補助款額度或

不予補助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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