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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勞工部統計顯示，全美有 5,000 名多工友擁有博士學位，

而多達 1,700 萬大學畢業生從事一些不需要大學文憑的工作，比如

餐廳服務生。專家分析，這是因為美國大學太多了，大學生甚至是

研究生被迫大材小用。 

大 學 可 負 擔 性 和 生 產 力 中 心 (Center for College 

Affordability and Productivity)引用美國勞工部統計局的資料指

出，美國有31萬7,000名服務生有大學學歷，當中甚至有8,000是

博士。另外還有 8 萬名酒保有大學學歷。全部加起來一共有 1,700

萬大學生畢業後的工作似乎不需要大學文憑。 

 

美國大學學歷貶值? 

這些數據顯示，美國大學學歷不斷在貶值，擁有學士學位已非

就業保證。大學可負擔性和生產力中心主任、俄亥俄州大學經濟學

家理察德．維達(Richard Vedder)認為，這個資料突顯出美國就業

市場存在嚴重的供需失衡問題。 

維達指出，供需失衡早在金融風暴前就有了，並不是因為失業

率高而使學歷較高的人屈就較差的工作。他說：「問題在於，實際上，

上大學的人多過必須具備高度教育或技能的職缺。所以我們上大學

人數和職缺數不匹配。」 

 

美國大學生太多? 

美國目前有超過 6,000 所大學，大學生2008 年達到 1,900 萬

人，創造有史以來的最高紀錄。但由於大學輟學率高達 45%，奧巴

馬政府一直努力提升大學生人數和畢業率。 

維達質疑，政府應該審慎評估，是否還有必要鼓勵更多人唸大

學。他說：「因為我們擔心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有大批學生受教

育，這些國家在未來會產生與美國人口相比更多的大學畢業生，但

他們忽視了美國基本就業市場的現實面。」 

然而，高等教育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資深研究員、加州伯克萊大學教授道格拉斯(John 



 

 

Douglass)指出，和其他國家相比，美國大學數量和大學生人口占全

美人口比例並沒有過多。他說：「大部分的勞力研究現在對未來的預

測，都顯示出對更多有學士學位的人的巨大需求。」 

道格拉斯進一步解釋說，所有先進國家對勞工的專業技能要求

都越來越高，大學學歷增加是必然的現象。 

一個研究呼應了道格拉斯這個說法。根據喬治城大學教育和勞

動力中心的研究，美國勞動市場要求大學以上學歷的比率，從1973

年的28%提高到2007的59%。 

 

過度投資高等教育? 

在美國，許多人必須靠借學生貸款或獎學金才能上大學。維達

對此表示，並非每個人都適合或必須唸大學，花這麼多金錢和時間

是種浪費，間接傷害了美國的競爭力。他說：「我不是在反對人們上

學。我認為教育是令人振奮而且是有用的，但我覺得在美國的 4 年

制大學方面，我們做過頭了。」 

道格拉斯反駁說，所有的研究都證明高學歷和高所得是正比，

況且高學歷還會對整體社會帶來好處。他說：「我們知道這和更高的

選民參與、更好的社區服務和健康都高度相關。這些都是跟勞力市

場和薪資沒有直接相關的其他社會福利。」 

不過道格拉斯也同意，應該多關注就業市場的供需失衡。他以

美國的護士荒為例指出，政府必須設法鼓勵更多人就讀護理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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