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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部科學省日前決定將修正相關法令以強化對大學教育內

容及財務狀況品質保證之相關措施。對未通過教育相關認證評鑑之

大學，除要求提出報告資料外，也規定經營私立大學之學校法人必

須訂定中期財務計畫。相關修正法案擬於國會通過後，以 2020年度

開始實施為目標。 

為維護「大學自治」，避免政府機關直接評鑑大學，自 2004 年

度起，文部科學省即規定大學、短期大學、高等專門學校至少每 7

年接受 1 次經國家認可之機構評鑑，依各該評鑑機構之評鑑基準評

鑑各大學教育內容及財務狀況。 

根據文部科學省的調查結果，至 2017年度為止，有招生不足、

或校方監察人對業務內容回答不實者，總計有 16 所大學 17 個項目

受評鑑為「不符合」標準。然而，由評鑑機構實施之評鑑，即使校

方被評為「不符合」標準，其後之改善措施亦全權交由各大學自行

處理。 

另一方面，政府決定自 2020年度起以消費稅增稅的經費，來支

應高等教育經費，以減輕相關機關之財政負擔，並試算出每年高等

教育經費需 7,600 億日圓(折合新臺幣約 2,138 億元)之國家預算，因

此有建議應強化對大學之審核機能。對此，中央教育審議會於去年

11 月的報告中，建議嗣後評鑑結果為「不符合標準」的大學，文部

科學大臣可要求該校提出現狀檢討相關報告或資料。文部科學省依

該項建議，將要求評鑑機構必需評鑑大學為「符合」或「不符合」

標準，以善用評鑑結果，確保大學之品質。 

要求「不符合」標準之大學提出報告或資料之目的，在於督促

大學自主改善；同時，也有助於掌握大學是否違反法令，倘有學校

惡意違法時，可依學校教育法勸導改善。 

另外，修正法案也規定經營私立大學之學校法人必須針對財務

狀況訂定未來 5年期之中期計畫。由於 18歲人口逐年減少等，少子

化之影響而陷入招生不足或經營困難的私立大學層出不窮，過去因

重視大學自治而全權交由校方自主管理大學品質之文部科學省，亦

不得不改革以提升大學認證評鑑之實效性。 



 

修正法案預期能改善大學的自主管理及強化校方之經營，文部

科學省亦要求，過去僅限於與學校有直接利益關係之學生或教職員

才能閱覽的財務經營狀況相關文書，學校必須於網頁公開。 

文部科學省相關人員表示，大學的管理改善最終仍需由校方自

主實施，倘校方無違反法令，文部科學省將不直接介入指導。透過

上述善用評鑑結果之措施，當能達到督促各大學改善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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