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私立大學與回流至都心之趨勢 
，留學生與在職學生對策成為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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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部科學省(教育部)於 2017年 9月 29日公告之東京都 23區

內之私立大學等之人數限制標準為僅限於 2018-2019年度有效之暫時

性政策。政府之專家會議雖以訂法為目標討論 2020 年以後之政策方

向,但討論事項充滿分歧。 
新標準之規定只侷限於在 23區內學校有增額情形或新設大學時,

但不包含從 23區外移設進來之校區部分。由於在 23區外有校區的相

當多,因此估計將可能產生都心回流傾向。以後若持續有移轉至 23 區

內之情形,此人數限制規定之效果極可能減低。政府之專家會議目前

正對此校區移轉問題進行研議,文部科學省也相當關注其討論結果。 
針對前述公告而募得之民眾意見共計有 286 件,當中批判占了大

多數。當中也有部分針對來自海外留學生的意見。一旦減少和留學

生的交流大學之人才培育功能勢必降低等意見。小池百合子都知事

於 2017年 9月 29日的發言中也強調「我想當務之急是打造出一所能

集合來自全世界學生的大學」。 
另外,關於針對在職學生作法也是討論焦點之一。對經營基礎主

要仰賴學費收入之私立大學來說,18 歲人口日漸減少的狀態下將會是

一個值得期待的收益來源。 
日本在職學生比例約 2%,較 OECD 平均之 18%明顯偏低,但再進

大學重新學習之需求頗高,因此文部科學省也有意願推動。企業相對

集中之 23區內，大學對接納在職學生將會是最好的選擇,因此今後的

對策深受矚目。 
針對促進分散年輕世代於各地方之對策,文部科學省相關人士皆

抱持「23 區內之人數限制制度在實施上存在極限」之看法,文部科學

省大臣林芳正於 2017年 9月 29日的記者會中提到「就地方創生觀點

來說,各地方大學的活化顯得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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