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大阪府推行高校完全無償化新制度，私立學校發出哀

鳴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正在推行高校學費無償化（免學費政策）的日本大阪府，近日公

佈取消家庭年收限制的新制度草案，但私立高中對此發出哀鳴。如果

實現，這將是日本全國首例，大阪府設定了學費的標準並決定了補助

上限，取消家庭年收限制將使學校增加更多負擔。在府內經營私立學

校的法人和由學生家長組成的團體在 2023 年 7 月 27 日與文部科學

大臣永岡桂子會面時表示「教育內容可能無法維持」，為此表達擔憂。 

關於私立高中的學費，日本政府根據年收，對全國家庭年收低於

910 萬日圓的家庭提供補助。在此基礎上，各地都道府縣自行判斷增

加補助。就大阪府而言，作為基準的「標準學費」（包括設施維護費）

設定為 60 萬日圓，作為補助的上限。 

如果府民就讀府內的私立高中，在現行制度下，年收低於 590 萬

日圓的家庭將可獲免除每年最多 60 萬日圓的標準學費。590 萬日圓

以上、910 萬日圓以下的家庭，家長負擔的比例根據收入和子女人數

而不同。實際學費超過 60 萬日圓的學校，年收低於 800 萬日圓的家

庭，由學校負擔與標準學費的差額，年收超過 800 萬日圓以上的家庭，

則由家長負擔與標準學費的差額。 

然而，在新的制度草案中，預定從 2024 年度開始逐步取消家庭

年收限制，到 2026 年度實施全年級所有家庭的家長負擔為零的「完

全免費化」。對於私立學校來說，不論家長的收入高低，將由校方全

面負擔與標準學費的差額。雖然加不加入該制度是各校的自由，但目

前府內所有 97 所全日制私立高中已有 96 所參加。大阪府表示，其中

41 所的年度學費超過 60 萬日圓，收入限制取消後學校的負擔預計從

目前的約 9.5 億日圓增加到約 17 億日圓。府的每年支出將從約 159

億日圓擴大到 323 億日圓以上。 

大阪府某私立高中的理事表示「照這樣下去，私立學校會失去其

獨自性」，對新制度草案感到頭痛。該校每年的學費在 70 多萬日圓，

每個學生與標準學費的差額超過 10 萬日圓以上。如果全部由校方承



 

 

擔的話，一年約為 1.5 億日圓。該校以獨特的教育為目標，制定了長

期計劃，例如引入 ICT（資訊和通信技術），並致力於改善設施。但該

校理事表示「無法維持計劃，教育質量必然降低」。 

以國際色彩濃厚的小班制教育聞名的關西學院千里國際高中（大

阪府箕面市），以每年學費 124 萬日圓（包括設施維護費）為由，並

未參加該制度。該校學費與標準學費的差額為 64 萬日圓。該校承辦

人表示「為了進行獨自的教育需要花費人力成本，若參加該制度而增

加的負擔有可能會轉嫁到學費以外的部分。我們不能忽視年收入 800

萬日圓以上的家庭和來自其他府縣的學生之間的不公平」。 

有一位其長子、女分別就讀公立中學 3 年級和私立高中的 49 歲

的母親對該制度表示感謝說「女兒的學費每月近 6 萬日圓，如果沒有

大阪府的該制度，應該不會選擇該私校就讀」。但她也表示「一般收

入的家庭已經是免學費的對象，好像沒有必要取消收入的限制？私立

學校除學費以外的開支也很多。所以希望我兒子能進入公立學校就

讀」。 

取消收入限制是在 2023 年 4 月的知事選舉中再次當選的吉村洋

文知事的政治承諾，大阪府計劃在 8 月定案，並在 9 月的議會中提

出。吉村知事表示「標準學費是以私立學校獨自教育所需費用算出的

平均值。希望學校在基準範圍內做努力」，用來尋求各界理解，並提

出透過利用捐款等方式確保財源。 

然而，由於大阪府對府內的私立高中削減了旨在促進健全的學校

經營等目的的國家補助金，導致每名學生的補助金額在全國排名第二

低位。只要參加府的制度，除非府方承認有必要提高學費，否則校方

就不能擅自提高學費。為整建因學費免費而增加的學生的校舍，也可

能不得不依賴借款。可說是被該制度「五花大綁」。 

近畿地區的私立學校家長團體會長松井次郎於 27 日向永岡文科

大臣提交的意見書中提及「為了推進政治承諾，學生將成為犧牲品」、

「若有學校被排除在學費免費之外，將給至今受到補助的學生帶來不

公平的結果」，表達了擔憂。同席的大阪私立中學高中連合會副會長

草島葉子也表示「獲得永岡文科大臣『以孩子為優先考慮，引導結果』

的提示。不是像價格統制那樣，希望與府方進行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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