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中央政府檢討地方私立大學的「功能明確化」 

，將招生名額之確保與重組也列入考慮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本(2)月 6 日日本中央政府針對其招牌政策「人才培育革命」中

之「大學改革」之對策，開始檢討私立大學「功能明確化」。特別是

地方私立大學，賦予其栽培地域中堅產業所需人才之特色，並向縣以

外宣傳以利招生。並促進地域內具不同擅長領域的各大學進行統合或

合作，以實現大學重組之目的。 

中央政府於本月 8 日所舉辦之「人生 100 年時代構想會議」(議

長為安倍晉三首相)正式開始針對大學改革進行正式性討論。針對私

立大學功能明確化進行討論乃為改善基於少子化的進展造成 4 成私

立大學招生名額不足的狀況。若能成功確立大學特色，則將更容易對

學生做宣傳。 

具體來說，可以參考已先行推動之國立大學功能明確化的作法

等。 

中央政府將國立大學分類為(1)卓越教育研究類型(2)擅長專門領

域教育類別(3)地域貢獻類別等三類。考量各大學之分類對其改革或

教育研究進行審查，斟酌補助金之額度。 

關於大學改革之討論除上述外，還討論了於大學的經營陣容中招

兵買馬來自企業等外部人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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