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岡山市長電子雜誌(73) 平成 28年 9月 30日號 

 

【如何解決“待機兒童”問題】 

 

 

大家好！我是岡山市長大森。 

 

今年5月岡山市公佈了“待機兒童”人數為729人(4月1日)，創過去

最高紀錄。 

這是因為對“待機兒童”進行了重新定義，即把“從第1志願到第3

志願全部進行調整後卻仍然未能入園的孩子”歸入“待機兒童”。其

結果是岡山市排名全國倒數第二。 

 

 但是，這次重新定義也是一個契機，各自治體對於“待機兒童”定

義處理都非常模糊的現象被廣泛地認識到。據說目前國家為了統一該

定義正在進行研究討論。 

 

 在進行過程中，國家要求我們參加9月27日召開的“待機兒童”對策

會議，儘管因為与市議會全體會議日程重疊而未能出席，但是得到了

在同一天向厚生省幹部說明關於岡山市“待機兒童”對策的一些想法

的機會。 

 

 在所進行的各種討論中，我想說明的主要有以下兩點。 

  首先第一點，岡山市自2003年到2014年，一直把“待機兒童”看作

為零，這是否是育兒環境建設工作沒有充分進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呢？ 



  公佈“待機兒童”數字，可以明確行政部門謀求需要解決的目標。

不過隨意地解釋“待機兒童”，有可能延緩育兒環境的建設，希望國

家在充分考慮這一點的基礎上定義“待機兒童”。 

 

 另外一點，岡山市政府正在為實現明年度確保接收800人的目標而不

遺餘力。硬件建設以及工作方法改革的必要性自不必說，而保育士的

人員保障則成為最大的課題。 

  現在岡山市約有2100名保育士在崗，據估算要解決“待機兒童”問

題需要增加120名保育士，而要全部解決未入園兒童問題則需要新增保

育士210名。 

  但是，據悉保育士出現了從岡山向東京等地流失的現象，由於財政

經費的差異而導致保育士待遇差別擴大，故此從地方向東京圈的人才

流失現象恐怕將會更加嚴重。 

 

  關於這一點，我提出了今後為解決“待機兒童”問題，在研究討論

保育士人員保障對策時，應樹立優先支援財政不足且為“待機兒童”

問題所困地區的觀點。 

 

  尤其是第2點並不是那麼簡單地就能解決的，但是就國家充分了解岡

山市乃至地方城市實情這一點，我認為是非常有意義的。 

 

岡山市今後將繼續向政府建言和提案，同時還將竭盡全力充實育兒

環境，希望進一步得到廣大市民的理解与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