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 30所主要大學僅 5所國立 

大學因應新冠肺炎實施學費減免 

 

駐大阪辦事處派駐人員 

 

根據調查，日本 30所主要大學針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失去

打工機會的學生所提供的經濟支援對策，僅 5 所國立大學採取減免

學費之措施。安倍首相為因應緊急事態宣言之延長，明白表示將支

援打工學生。但其支援政策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並不充分。 

日本經濟新聞截至本(5)月 5 日為止就全國公、私立大學中學生

人數較多的學校進行是否設立減免學費制度之調查結果，顯示 30所

學校中決定設立、充實相關制度的僅有東京大學、大阪大學等 5 所

國立大學，占比不到整體的 2 成。而私立大學則沒有學校採取相關

措施。(另有其他學校實施延緩學費繳納期限、支付現金給學生、成

立借貸型獎學金、出借遠距教育用之通訊機器等措施) 

目前 290萬人的大學生(日間部)中約有 8成的學生從事打工。根

據學生團體「高等教育無償化計畫 FREE」於 4月對 1,200名大學生

進行之調查結果，回答因為經濟窘迫而考慮退學的學生約佔全體的

20.3%。安倍首相在本(5)月 4 日的記者會上對於支援學生一事表示

「會根據執政黨的討論，迅速的擬定追加對策」，顯示出支援學生

已逐漸成為追加經濟對策之焦點。 

政府已於 4 月開始將低收入家庭列為減免學費對象，再加上因

疫情而受影響的家庭，2020 年度的補正預算達 7 億日圓。政府另要

求大學採取學費的延緩支付或減免之對策，並擬提供補助等給有意

願協助的大學。但與世界各國相比，目前的支援政策尚不充足。美

國已決定透過大學援助生活窮困之學生 100億美元(約 1兆日圓)之政

策。加拿大也公布提供 6,900億日圓以支援學生，並於 5月到 8月間

每月支付 10萬日圓。 

日本與其他國家一樣因為疫情導致學校關閉及經濟影響，造成

持續進行學業面臨困難。小、中、高中則對於學生無法適應課程或

開學時期不一造成學習落差等感到擔憂，因而將入學及開學時期挪

至 9 月的議題也備受矚目。但許多意見反映如要將入學時期挪至 9

月應優先顧慮學童情況。在確保學習機會的意義上來說，為提供防

止學生退學的支援政策顯然已成為緊急課題。 



 

櫻美林大學小林雅之教授(教育社會學)強調「為了這些支撐國

家未來的年輕人，政府應跟大學合作，除了週知現有的支援制度外，

也應該研議放寬減免制度的受惠標準」。要求盡速讓眾多的學生獲

得減免學費或提供無償型獎學金等政策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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