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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夏美國景氣嚴重衰退，許多大專院校校長和董事擔心申請入學人

數減少，退學人數增加。三年後的今天，經濟情勢變化的確改變大學入學申

請情況，但影響到底有多大？根據非營利機構全國學生情報交流研究中心（

National Student Clearinghouse Research Center）今天發布的報告「全

國高等教育申請趨勢：經濟大衰退前後比較」（National Postsecondary 

Enrollment Trend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he Great Recession）

，情況顯然沒有原先預期的嚴重。 

該中心每年定期蒐集大專院校的學生資訊，統計學生人數，追蹤所有高

等教育機構93%的入學資料，與其他類似的機構相比更能清楚呈現高等教育

機構的學生分佈情形。報告檢視2006年秋至2010年秋之間申請入學的人數

，分析大學新生的選校模式，也是中心預計在未來數月內陸續發佈的一系列

分析報告中的第一份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顯示經濟不景氣對一般首次申請入學的應屆畢業生僅有微幅影

響。2010年新生申請人數比2006年成長6.8%，2009年申請人數增幅最高，

2010年微幅下降，其中又以兩年制院校的降幅最大。四年制大學新生申請人

數相對持穩。 

近年來預算縮減、負擔沈重的公立大學新生申請人數多見微幅成長，私

立大學的「市佔率」也維持不變，未受景氣影響。全國學生情報交流研究中

心主任兼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at 

Bloomington）教育領導與政策研究系教授Don Hossler表示，四年制院校

入學申請情況可能被景氣拖累的預測過度誇大，截至目前為止大學申請入學

情況並無明顯變化。 

儘管如此，該報告也顯示近年來高中畢業生的選校模式改變，應屆畢業

生申請社區大學的人數增加。2006年時有41.7 %的高中畢業生申請兩年制

大學，2009年增為44.5%。主要原因可能有二：原本傾向於四年制大學的學

生因景氣欠佳而改申請兩年制大學，以及原本高中畢業後直接投入職場的學

生決定繼續唸書。 

由於美國學生轉校就讀的情況日益普遍，不僅年紀較大的學生可能會選

擇轉校完成學業，許多高中應屆畢業生上大學後也會轉校，因此學生休學不



 

 

代表就此離開高等教育系統，可能轉至其他院校就讀。分析結果顯示，學生

休學率並沒有因為金融危機而明顯提高，也並未如預期地轉至費用較低的學

校就讀。 

該報告同時也檢視各地區的入學情況。整體而言，美國南部院校收的應

屆高中畢業生最多，其次是中西部、西部和東北部的大學。美南和美西2006

至09年間申請人數增幅最高，也是2010年申請數降幅最大的地區，推測美

西的加州及鄰近各州的學生比其他地區更早體驗到景氣衰退的影響，受到衝

擊的程度可能也更高。 

儘管如此，Hossler主任也表示，經濟不景氣對升學路徑與學生選校的

影響可能還要數年才會完全顯現。2008年的高中畢業生可能早在畢業前就已

經心繫特定學校或特定類型的學校。反之，景氣停滯對現在距離畢業還有好

幾年的高中生的選校偏好，又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恐怕還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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