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冈山市长电子杂志(73) 平成 28 年 9 月 30 日号 

 

【如何解决“待机儿童”问题】 

 

 

大家好！我是冈山市长大森。 

 

    今年5月冈山市公布了“待机儿童”人数为729人(4月1日)，创过

去最高纪录。 

    这是因为对“待机儿童”进行了重新定义，即把“从第1志愿到第

3志愿全部进行了调整后却仍然未能入园的孩子”归入“待机儿童”。

其结果是冈山市排名全国倒数第二。 

 

   但是，这次重新定义也是一个契机，各自治体对于“待机儿童”

定义处理都非常模糊的现象被广泛地认识到。据说目前国家为了统一

该定义正在进行研究讨论。 

 

   在进行过程中，国家要求我们参加9月27日召开的“待机儿童”对

策会议，尽管因为与市议会全体会议日程重叠而未能出席。但是，得

到了在同一天向厚生劳动省干部说明关于冈山市“待机儿童”对策的

一些想法的机会。 

 

   在所进行的各种议论中，我想说明的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第一点，冈山市自2003年到2014年，一直把“待机儿童”看

作零，这是否是育儿环境保障工作没有充分进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呢？ 



   公布“待机儿童”数字，可以明确行政部门谋求需要解决的目标。

不过随意地解释“待机儿童”，有可能延缓育儿环境的建设，希望国

家在充分考虑这一点的基础上定义“待机儿童”。 

 

   另外一点，冈山市政府正在为实现明年度确保接收800人的目标而

不遗余力。硬件建设以及工作方法改革的必要性自不必说，而保育士

的人员保障则成为最大的课题。 

   现在冈山市约有2100名保育士在岗，据估算要解决“待机儿童”

问题需要增加120名保育士，而要解决全部未入园儿童问题则还需要新

增保育士210名。 

   但是，据悉保育士出现了从冈山向东京等地流失的现象，由于财

政经费的差异而导致保育士待遇差别扩大，故此从地方向东京圈的人

才流失现象恐怕将会更加严重。 

   关于这一点，我提出了今后为解决“待机儿童”问题，在研究讨

论保育士人员保障等对策时，应树立优先支援财政不足且为“待机儿

童”问题所困地区的观点。 

 

   尤其是第2点并不是那么简单地就能解决的，但是就国家充分了解

冈山市乃至地方城市实情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 

 

  冈山市今后将继续向政府建言和提案，同时还将竭尽全力充实育

儿环境，希望进一步得到广大市民的理解与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