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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方私立大學改制公立化的趨勢日趨明顯。根據朝日新聞調查，目

前已有七所大學完成公立化，而至少有六所大學目前正朝這個構想推動當

中。少子化為造成私立大學經營不善主要原因，惟亦有人擔憂勢必可能造成

中央或承接之自治體的財政負擔。 

2018 年後預測 18 歲人口將開始減少，而由於國家財政狀況不佳估計將

無法提高對私校之補助。有鑑於此，千歲科學技術大學於 2016 年 12 月向

北海道千歲市提出轉型為公立大學之申請書，申請書中提及，急速進展的少

子化、考生多偏好國公立大學或大規模私立大學、地方經濟低迷造成負擔教

育費能力降低，並強調「地方私立大學的營運相當艱困」。將二所姊妹校委

交地方自治體營運之東京理科大學(東京都新宿區)，包含該兩校之整體營

運堪稱順利，為因應少子化或與其他大學激烈競爭，渠將校園的重整等「選

擇與集中」列為重要之一環。 

就自治體立場而言，即使可能增加財政負擔仍願意配合公立化乃因為

此舉將有助年輕人留在當地，盼對地方經濟產生波及效果。此外，將可藉此

獲得來自中央之地方交付稅交付金供作大學部分營運費，可望因此降低學

費進而招到更多學生。本在設立私立大學初期，地方自治體也多對學校提供

財政上的支援。 

惟由於經營環境惡化遂由地方自治體接收私立大學此舉本存在爭議。

有學校因接收之自治體的財政計畫規劃過度樂觀，而在議會中遭受阻撓，導

致必須重新審視經營方針。此外，公立化之許可權雖取決於文部科學省(教

育部)，但基本上只要符合申請要件，幾乎都可通過。亦即私立大學一旦公

立化，總務省分配予自治體之地方交付稅交付金將可獲增額，代表廣大國民

所繳納之稅金將落於某地區性之大學。 

龍谷大學教授佐藤龍子表示，私立大學公立化在減輕學生學費負擔、活

化地方經濟、確保地方高等教育機會等具一定程度的意義。但在 18 歲人口

日趨減少之大環境下，本可能遭受淘汰之私立大學得以透過公立化形式存

續，這樣的稅金投注似應謹慎以待。此趨勢恐怕將難以避免造成對其他私立

大學經營的壓迫，並造成全體高等教育素質的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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