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5，14（1），頁 29-34 少子化的高教轉型發展 主題評論 

 

第 29 頁 

少子化下的高等教育轉型發展策略：日本經驗與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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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教育部（2024）在報告中指出，410 教改至今（2024）已屆滿 30 年，在此期

間，我國高等教育伴隨著社會變遷已歷經多次轉型與發展。尤其隨著少子化現象

的加劇，私立大專校院陸續出現生源不足、經營不善、整併退場等問題。在面對

國際競爭壓力及少子化危機等諸多挑戰時，大專院校亟需有更全面且靈活的策略

來應對。 

日本少子化問題較臺灣更早發生，2000 年以後肇因於招生不足或道德危機

而發生的大學倒閉事件層出不窮，引起各界重視。有鑑於此，日本文部科學省（以

下簡稱文科省，類似於我國教育部）於 2023 年 9 月曾就「高等教育面向未來社

會應該如何發展」等主題進行多方諮詢，並於同年 11 月由文科省所轄之大學分

科委員會組成「高等教育專案小組」負責研議相關措施。前揭組織於 2024 年 7

月 19 日召開期中檢討會議，8 月 8 日再據此提出期中報告，針對高等教育因應

急遽少子化趨勢的有效對策提出說明（文部科学省，2024）。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尤其因日本文化背景和教育體制與我國相仿，其少子化

危機下的高等教育因應對策對我國應具有參考價值，爰本文整理前揭日本文科省

期中報告中所揭櫫之高等教育創新轉型策略供各界參考。 

二、日本高等教育發展現況 

日本少子化問題由來已久，18 歲人口自 1966 年達到約 249 萬人之高峰以

來，就開始大幅減少，至 2023 年已減至約 110 萬人，且預計這一數字未來仍將

繼續下降。日本政府在 1994 年首次推出少子化綜合對策－「天使計畫」後，至

今（2024 年）已屆滿 30 年，投入的相關預算累計超過 66 萬億日圓；但不可諱

言地，成效十分有限。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日本 2023 年

總生育率又創歷史新低（日經中文網，2024）。 

就少子化問題對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觀之，由於日本在高等教育階段亦是以

私立學校占多數，在少子化的影響下私立大學早已出現嚴重的經營危機和困境。

岩崎保道（2004、2005）指出，日本私立大學自 1990 年代中期以後，開始面臨

嚴峻的經營壓力。就外部壓力而言，一方面來自於 18 歲學齡人口的減少，另方

面則是因文部科學省鬆綁大學設置政策，學校過度擴張的結果導致高等教育市場

供需失衡。就內部壓力而言，日本部分私立學校內部管理結構相當脆弱，因為學

https://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0/toushin/1383080_00001.htm
https://www.mext.go.jp/b_menu/shingi/chukyo/chukyo0/toushin/1383080_00001.htm
https://www.mext.go.jp/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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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經營者通常是家族成員世襲而來，並非是專業管理人員，加上不對外公開與經

營狀況有關的資訊，所以很容易形成一個停滯不前的封閉組織；但整體而言，促

使私校退場的最直接因素還是因少子化所衍生的生源不足問題。 

圖 1 為日本 4 年制私立大學在 1995 年到 2024 年三十年間未招滿學生之學

校數占全部學校數比例變化情形，其中標示百分比的折線代表註冊率未滿 100%

的私校占全部私校的比率。由圖中數字可知，在 1990 年代初期時，私立大學新

生註冊率不足 100%的學校占比約在 4%左右，亦即有九成五以上的學校都能招

滿學生。然而隨著時間過去，少子化效應漸次顯現，導致註冊率未達 100％學校

占比也不斷提高。 

 
圖 1 近三十年日本四年制私立大學招生不足情形 
資料來源：整理自私立学校振興・共済事業団（2024，33）。 

圖 1 中招生不佳的私校數量在兩個時段有明顯增加，第一次發生在 1995 年

到 2000 年之間，係因 1990 年代日本政府放寬大學設立標準，許多私立短期大學

藉此機會升格為四年制大學，遂讓註冊率未達 100%的學校從 18 所暴增到 131

所，學校占比從 4.4%上升到 27.8%，圖中這段期間的折線也因此形成一個陡坡。

其後增幅雖然趨緩，整體而言仍是呈現逐年上升趨勢。在政府各項因應對策的推

動下，在 2015 年至 2020 年間雖讓招生不足額學校占比短暫下降至 31.0%；但近

四年因日本少子化問題加劇，故又出現第二個陡坡，招收不足額私校從 2020 年

的 184 所（占 31.0%）又迅速增加至 2024 年的 354 所（占 59.2%），換言之，日

本 4 年制私立大學目前已有將近六成的學校招生不足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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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高等教育因應策略 

除了前述少子化問題之外，日本 1990 年代以來也歷經經濟泡沫化、人口高

齡化與負成長、311 東日本大震災、COVID-19 疫情等重大社會問題，近年更面

臨全球競爭力下滑和數位學習時代崛起等挑戰。為因應社會變遷帶來的各種問題

與挑戰，日本政府歷年來多次推動高等教育改革，其過程和成果也受到其他國家

的關注甚至仿效（楊武勳，2020）。本文就其高等教育專案小組於 2024 年 8 月所

公布之期中報告內容重點分析如下。 

(一) 高等教育發展願景和政策目標 

人力資源向來被視為是日本最重要的資產，但受到嚴重的少子化影響，日本

全球競爭力排名逐年下滑，有鑑於此，日本政府呼籲各界必須致力於維持和提高

全國的「知識總量」。因「知識總量=人數×能力」，在人口持續減少的情況下，透

過教育來提升國民能力就成為未來唯一的選擇。尤其是高教機構身為人才培育和

知識創新的重要場域，未來扮演的角色將更為重要（文部科学省，2024）。在前

述發展願景的引領下，文部科学省（2024）進一步提出以下三個高教政策目標： 

1. 提升教育和研究的品質：在知識社會中，必須盡可能地讓每個學生充分發揮

潛能，除了透過跨域學習、嚴格的績效評估和畢業認證來確保教育品質之外；

同時也藉由國際合作和資源挹注來推動具世界水準的研究，以及透過研究協

助振興地方產業。 

2. 優化高等教育整體規模：18 歲人口的急遽減少讓愈來愈多的學校因生源不足

而逐漸經營惡化。除了持續擴大國際學生招生規模之外，也需透過大學重組、

整併、縮編，以及退場等策略來維持適當規模。 

3. 確保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在規劃高等教育機構規模時，除了考慮國家整體

發展需求外，也需將不同地區的情況納入考量，故應從「地區」和「社會經

濟」兩個角度來確保國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機會。尤其對偏遠地區來說，

一所大學的消失不僅代表當地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減少，同時也阻礙了

地方企業或地方政府的發展，甚至影響一個社區的存續與興衰。 

(二) 高等教育未來方向與具體策略 

為能有效實踐前述政策目標並在三個目標之間取得平衡，實有賴更完善的制

度規劃和資源配置。爰文部科学省（2024）分別針對三大目標綜整以下具體策略

（如圖 2 所示），這些策略多數是推動中的政策方案，少部分仍在規劃階段。 

https://www.mext.go.jp/index.htm
https://www.mext.go.jp/index.htm
https://www.mext.go.jp/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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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日本高等教育發展願景、政策目標及具體策略 

資料來源：整理自文部科学省（2024）。 

1. 在提升教育和研究品質方面，建立以學習者為中心的高等教育新模式，為了

讓學習者的潛能得以充分發揮，必須從老師教了什麼？轉向學生學到什麼？

的方向發展。為因應少子化帶來的生源不足問題，大學校院必須擴大國際學

生的招生人數並鼓勵勞動市場中的成人學生回到校園中繼續進修，同時運用

遠距學習和線上課程來提高非傳統學齡人口學習機會，致力於創造一個讓來

自不同背景的學生都能輕鬆學習的環境，同時也提供日本學生跨文化交流的

機會，有助於培養具有全球視野的人力資源。此外，大學不僅是人才培育的

重鎮，更是知識創新的堡壘，故需透過研究所教育品質的提升來提高每個人

的能力、創造新的價值，進而解決人類面臨的種種問題，並支持地區和國家

的永續續發展。最後，為能讓社會大眾更掌握學生學習成就和各校教育品質，

有必要參考其他國家經驗並從學生觀點來建構更完善的高等教育資訊公開管

道。 

2. 在優化高等教育整體規模方面，基於 18 歲人口逐年減少的現實狀況，各大學

校院必須打破以傳統學齡人口為主的 18 歲中心主義，積極推動學生來源多樣

化的改革策略，擴大國際生和在職生人數。在此同時，也要透過大學合作、

重組、整併、縮編甚至退場來管控高等教育機構數量。機構經營者尤其應更

有效地掌握學校特色、優勢和劣勢與外部環境的發展現狀，重新確認自身的

使命，藉此區別國立/公立/私立學校，以及大學/短期大學/專門學校等不同類

型學校的定位和功能。 

3. 在確保高等教育的入學機會方面，在優化高等教育規模的同時，仍需保障不

同地區高等教育機構的品質與學生入學機會，且應從地區和社會經濟兩個角

https://www.mext.go.jp/index.htm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5，14（1），頁 29-34 少子化的高教轉型發展 主題評論 

 

第 33 頁 

度來著手。對偏遠地區而言，大學早已超越了一般高等教育機構的角色，轉

化為當地社區發展的核心，並與產業和地方政府等共同擔負地方創生和社區

發展的重責大任。至於社會經濟角度，日本政府雖於 2020 年引進「新高等教

育學習支持制度」，建置較為完備的學生學習支持系統，但不同階層家庭之間

仍存在資訊不對稱情況，必須持續努力讓有需要的學生都能獲得必要支持。 

四、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策略對臺灣的啟示：代結語 

由前述說明可知，日本文部科學省於 2024 年 8 月針對高等教育發展所提出

的期中檢討報告與其說是一份全新的高等教育改革策略，不如說是對近年日本高

等教育因應對策的綜整和提醒。內容係以 2018 年底公布的《2040 高等教育總體

規劃》為基礎，再加上文部科學省於 2023 年 9 月至 2024 年 6 月之間意見蒐集與

策略彙整的補充說明，並將其分為「提高知識總量」之發展願景、三項政策目標，

以及八項具體策略，據此做為後續相關制度規劃與資源配置調整的基礎，並預計

於 2024 年底提出最終報告。 

另就臺灣情況觀之，教育部（2024）在《教改 30 年廣設大學及技專升格如

今面臨整併退場之問題及對策》報告中指出，面對大環境的挑戰，政府已從六大

對策著手因應，包括：(1)強化技職教育、(2)擴大招收國際生、(3)鼓勵大學合作

整併、(4)拉近公私立大專學雜費差額、(5)管控招生總量，以及(6)執行退場條例

相關機制。 

比較日本 8 大策略與臺灣教育部 6 大對策後，可發現兩國在面臨少子化問題

時所提出之高等教育因應對策確有許多相近之處；但也看到相較之下，臺灣所提

出的策略中較缺少對於回流教育的強調和規劃。日本政府主張隨著醫療科技的進

步和人類壽命的延長，人類生活不會再拘泥於「教育、工作、退休」三個階段的

線性模式，而是轉化成在教育與學習之間來回穿梭的新型態。因此有必要跳脫以

年齡來區分教育和工作的生涯發展階段，並讓業界體認到以在職進修/回流教育

來提高員工專業知能的意義和重要性，透過產官學的合作重新形塑一個多樣化且

靈活，可以滿足學習者終身學習需求的高等教育體制。此外，在大學整併與退場

策略方面，日本政府在協助經營不善私校退場的同時，也強調地方型私立大學對

於保障當地居民受教機會和促進地區發展的重要性。換言之，基於對私立學校的

公共性的重視，政府應盡早完善私校退場機制，並透過各種救濟方案讓私校退場

造成的損失降至最低。 

總之，無論日本或臺灣，都面臨因少子化所衍生的高等教育發展問題，而日

本政府向來都十分積極透過各項高等教育改革策略的推動作為因應。本文所分析

的期中報告可說是日本政府近年高等教育政策方案的綜整，期能透過參考日本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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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完善國內相關政策，並協助臺灣大專校院解決問題、克服挑戰，確保高等教育

辦學品質和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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