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變革中的國立大學，文科減少，文理融合型增加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日本的大學入學考季如火如荼，從昨天日本文部科學省(教育部)

公布之「國立大學招生名額（預定）」資料中可一窺最近國立大學

之動向。招生名額呈現「由人文社會學院轉往理工學院之流動情

形」、「教育學院的廢止」等傾向。這對今後的國立大學考生來說

將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根據日本文部科學省之通知轉而重視理工學院 

 

根據文部科學省統計，2018 年度國立大學(學院)招生名額較前

年度減少 43 人成為 95,650 人。2013 年度招生名額為 96,482 人，5

年期間減少了 832人。乍看之下感覺變化不大。 

但從前一年度大學各學院招生人數分類來看，即可看出其傾向。

例如，「人文社會」領域於 2016年度減少 1,075人，2017年度減少

402人，2018年度減少 219人，3年期間一共大幅減少了 1,696人。 

此外，「教育」領域於 2016年度減少 905人，2017年度減少 3

人，2018年度減少 124人，3年期間一共減少 1,032人。「理工」領

域也於 2016年度減少 1,449人，2017年度減少 184人，2018年度減

少 40人，3年期間合計減少 1,673人。 

另一方面名額增加的有「共創學院」(九州大學)等新型態的文

理融合型學院、「國際地域創造學院」(琉球大學)等有益於地域經

濟人才之培養的地域振興型學院等歸類為「其他」之領域。「其他」

這個領域的招生名額 2016年度增加 2,898人，2017年度增加 232人，

2018年度增加 340人，3年間共增加 3,470人。 

此外，文理融合型基本上多以舊有的工學院或理學院為主體，

因此前述「理工」領域人數減少主要是被分類至此之故。亦即純粹

人數減少的領域只有「人文社會」、「教育」。 

由此可知，國立大學存在著「由人文社會學院轉換至含文理融

合型學院的理工學院」、「教育學院之招生人數刪減」等兩大正在

進行中的趨勢。而其形成原因乃來自於 2015年文部科學省所推動的

國立大學改革方針中對各大學發出縮小教師培訓學院及將人文社會



 

 

學院「轉換成社會需求度較高的領域」之通知。 

 

對人文社會學院志願者影響極大 

 

另一方面從大學生的就業情形來看，由於最近呈現景氣復甦趨

勢，因此企業等需求主要集中在人文社會學院。大學入學考試也呈

現「文高理低」，不景氣時代的「理高文低」已是過去式。 

由於關於未來的大學入學考名額國立大學有從人文社會學院轉

換到理工學院增加的趨勢，「人文社會」、「教育」領域基於招生

名額減少競爭率將攀升，但相對於此對理工學院志願者則是廣開大

門。 

此外，基於國立大學改革，希望升學至法學院、經濟學院、文

學院等舊有學院的志願者將被迫轉往就讀新誕生之文理融合型學院

及地域振興型學院等「其他」領域。 

文部科學省的國立大學改革確實已經對考生逐漸產生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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