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財務補助也推進了種族不平等時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譯註：本文以第一人稱書寫翻譯。） 

從表面上看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大學財務補助制度會對種族不

平等產生推力。當申請人將其收入及資產輸入 FAFSA 時（譯註：Free 

Application for Federal Student Aid，聯邦學生援助/補助免費申請表），

這些訊息僅被用來確認其財務補助資格。其中，收入較低、資產較少

的申請者，需要負擔的費用較少。這份表格甚至沒有詢問種族資訊。 

但是外表可能有欺騙性。事實證明，此補助制度使白人學生比黑

人學生更有優勢。其中的問題在於，FAFSA 雖然有將家庭股票或債券

等資產計算在內，但是並沒有將主要住宅房屋淨值或退休儲蓄金等計

算在內。某些大學有要求學生完成 CSS Profile 以報告申請人的家庭

收入淨值。然而，並非所有大學都參考 CSS Profile，多數大學還是依

賴 FAFSA。 

擁有更多資產的家庭，理論上來說會獲得較少的財務補助。但事

實是，若兩個家庭相比較，儘管其中一個家庭擁有更多未被計算之資

產（即住宅或退休儲蓄等），但當其需要報告的收入資產值相等，這

兩個家庭獲得的財務補助數目也會是相同的。而且由於種族貧富差距，

白人家庭比起黑人家庭更可能持有資產──任何形式的資產：包括房

屋淨值和退休儲蓄等──而且數量可能更多。也就是說，這實際上代

表了一種隱性補助（implicit subsidy）——由於種族貧富差距，相較之

下，這些白人家庭來說獲得了更大的受補助額。 

對於低收入或高收入家庭的（出於稅收目的）受撫養人（dependent）

而言，這不是個問題。而獨立學生（independent students）則因為資產

通常不夠，所以和此問題也較無關。無論種族為何，低收入家庭的資

產持有量都較有限。而高收入家庭通常沒有資格獲得財務補助。然而，

對於中上階級家庭來說，許多人的持有資產仍使其有資格在四年制大

學的就讀中獲得財務補助，而他們也就是最有可能在當前補助系統中

被忽視的額外受益人。 

我的研究根據種族，計算了收入在 75,000 千美元至 200,000 美元



 

 

間、且家中有接近大學年齡孩子的家庭。房屋淨值和退休儲蓄代表了

他們大部分的淨資產。然而，非西班牙裔白人家庭的資產數量，是非

西班牙裔黑人家庭的兩倍半。它們的中位數分別為 166,000 美元和

67,000 美元。在所有可能從這種未計算資產中受益的學生，白人學生

平均每年獲得 2,200 美元的隱性補助，平均而言比黑人學生要多。亦

即，整個大學四年，此隱性補助將達到 8,800 美元。 

這些差異有可能進一步導致大學成績的種族差異，包括是否上大

學、上什麼樣的大學，以及與大學就讀相關的債務數字。我最近的另

外一篇研究證明了這些後續影響。結果很清楚：在美國高等教育系統

中，當聯邦財務補助系統的結構特徵與潛在種族貧富差距相結合之下，

相較於黑人學生，此系統為中上階級白人學生提供了優勢。而這些差

距可能會導致教育成就中的種族不平等。 

那我們該怎麼做呢？最簡單的解決方案是計算當前未計算的資

產。這可能使大學的收入提升，使就讀大學對所有人來說變得更加昂

貴。但這當然不是我們想要的結果。我們的目的是促進平等，而非大

學的收入。 

事實上，我們也可以透過降低財務補助收入和對這些資產「徵稅」

的稅率，來抵銷大學成本的增加。亦即，在擴大擴大稅基的同時，降

低稅率。那些擁有較少未計算資產的人，可以為就讀大學支付更少的

費用，反之，那些擁有大量當前未計算資產的人，則會支付更多費用。

相對於白人學生，這些變化更有可能使黑人學生受益，從而扭轉目前

存在的不平等現象。 

最後，財務補助系統的目標，仍是在促進學業成就。我承認改變

當前未計算資產的處理方式，並不能解決該系統的根本性問題：大學

定價太複雜；學生和家長認為大學所收的學費比實際上應收的要來得

貴；尤其是對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來說，更是難以負擔。這些問題

仍需要被解決。但是，透過對財力的影響，以減少中上階級學生在大

學入學方面的種族差異，仍然具有其重要的社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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