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文科省研議少子化社會中大學整併等對策 

駐日本代表處教育組 

新任之文部科學大臣盛山正仁於 2023 年 9 月 25 日召開之「中央

教育審議會（中教審）」，請該政策諮詢機構研議：急速少子化之日本

社會，大學如何配合調整。依目前少子化之情形，預估 2040 年時，

就讀大學人數將較現在減少 2 成，因此有必要檢討大學的適當規模及

公私立大學所擔任的角色。「中教審」預訂在 2025 年前就大學整編之

對策提出政策參考方針。 

依據文科省的試算，以 18 歲人口為基礎，2040 年起 10 年間，

大學就學人數每年約在 50 萬人左右，與 2022 年大學招生名額有 63

萬人相較，約減少 13 萬人，預計地方的私立大學招生人數將明顯滑

落，因此未來打破公私立大學之壁壘整併將有實際的需要。 

中教審曾於 2018 年提出的報告中，提及對經營困難的學校法人，

應敦促研議包括退場等措施之必要性，但課題仍未解決。在高等教育

發展不明的狀況下，容易降低大學的國際競爭力，因此文科省判斷應

就此情形採取進一步相對應措施。有關年度補助私立大學超過 3 千億

日圓（折合臺幣約 659 億元），其補助款的分配及學院、課程的整編、

淨零排碳等成長領域專門人才的培育等，併請「中教審」研議。盛山

大臣於會議中指出，少子化是日本面臨的最大危機，應要求高等教育

機關完成更重要的角色。 

文科省提供「中教審」研議之國公私立大專角色如下： 

國立：繼承並發揚擔任世界最高水準教育研究及學問領域的前驅角色 

公立：推動地區活性化及解決行政課題 

私立：擔任高等教育的中核基礎角色，確保具專業及多元化的人材 

大專：確保地方升學的機會 

五專：培養具實踐及創造性的技術人員 

專門職大學：培養專門職業技術人員 

專門學校：擔任地方產業的專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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