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教】 

教育再生會議檢討大學補助金應依研究成果及

經營改革成效做重點分配 
（讀賣新聞 2007 年 4 月 16 日刊登) 

    直屬安倍首相的教育再生會議（野依良治主席)在 5 月

進行第二次報告，提議重新檢討政府削減國立大學營運補助

金之措施，以及大幅增加教育預算。 

    尤其要求在大學，研究所等高等教育機構設置重點財政

處置。安倍政府如何定位教育再生為最重要問題，以及如何

使之與財政處置並存，將是 2008 年編列預算最大的問題。 

    該會議所擬草案之教育預算，以國際性看，有人指為「過

低」，或有認為「教育再生政策之特別財政應具鬆緊合宜之

處置」，因此要求充實高等教育預算內容。 

    在削減國立大學營運補助金方面，認為「應規範最低限

度之水電費及營運設施等級之成本」。此外「不應以教師及

學生人數作為前提而給予一律性分配，而應依據評鑑績效分

配」，對於首次補助研究的「特別教育研究經費」，應加評鑑

其研究內容，再依評鑑情形定出金額分配架構。 

    再生會議第 2次報告將提出擴充教育預算之具體方案。

目前出現〈1〉使用 ODA（政府開發援助機構)等其他預算邀



請海外研究學者,或週轉文部科學省以外的預算支應〈2〉使

用消費稅之一部份作為教育經費等意見。 

    日本教育預算之公的教育費支出佔國內總生產額（GDP)

之 3.7%，比法國之 5.9%及美國之 5.7%還低。 

    但是小泉特別重視歲出削減，去年 7月於內閣會議中決

定的經濟財政營運與構造改革之基本方針（三合一方式)，

將從 2007 年度開始，在 5年內，每年削減預算 1%。該補助

金在 2007 年度總預算是 1兆 2，043 億日元，但是人事費佔

大部分，而特別教育研究經費約佔 7%。 

    再生會議的立場是希望依研究內容之重要性重新檢討

預算「質」，同時也維持「量」，此事料將遭到財務省反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