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財務省對私大提出新指標，以教育品質決定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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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財政制度等審議會（財務相(財政部長)之諮詢機關）於 2017 年 5

月 10 日召開分科會，就私立大學改革等進行討論。財務省提案在決定各大

學補助金時，應導入人才培養成果等新指標。提出了應將預算著重分配給提

供優質教育之大學，並淘汰因魅力不足而未達預定招生人數之大學。 

針對私立大學之補助金約有 3,200 億日圓(2017 年度資料)，當中八成

以上都依教職員數及學生數等決定。乃屬機械式的計算方式，具無法反映出

教育品質或人才培養成效等弊病。 

財務省另提案以獎學金之償還延滯率為指標。以大學畢業五年內連續

三個月以上未償還之畢業生比率（含國、公立）來看，為 0%的有 525 校，

超過 10%的則有 5校。 

財務省認為延滯率高之大學的教育品質有問題，宜透過刪減補助金來

督促改革，若無法改善則應檢討是否與其他大學進行合併整編。 

分科會中雖有認為「展現成效至為重要」之見解，但也有人提出延滯率

並非具客觀性之指標。財務省內另有以就職率為指標之提案。 

安倍晉三首相將包含大學等教育無償化列入修憲優先項目，惟私立大

學約有超過四成都維持在未達招生預定人數狀態。 

政府內部強烈主張「若欲無償化，私立大學改革刻不容緩」（經濟官廳

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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