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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週來關於美國學生貸款之政治角力暫告一段落，結果可謂好

消息與壞消息各半。好消息是學貸利率維持原先的 3.4％不變，壞消

息則是原先的一些學貸計息的優惠辦法也被取消。原先政府會在大學

部學生畢業後六個月內吸收其利息，研究所學生也有相應的優惠規

定。自本星期起，這些優惠都將被取消。新的辦法代表學生在未來將

需增加 200 億美元的利息支出。這些改變將對學生們產生一些衝擊，

學生們也各有因應對策。譬如像 Clarise McCants 就表示原先她打算

大學畢業後暫時等一陣子再決定是不是讀研究所，現在她決定馬上接

著註冊入學，因為再多等待只是在浪費金錢。 

新的辦法是歐巴馬總統與國會共和黨領袖妥協的結果。這些政界

人物都誇稱這項妥協很公平，因為他遏止了原先擬將學貸利率倍漲至

6.8％的計畫。然而現在學生們在畢業後如計畫入研究所深造即必須

立刻計算利息，再不能享有原先聯邦政府在六個月內暫不計息的優

惠。大學部的學生雖然在學其間享有聯邦的補貼，暫不計息，可是一

旦畢業拿到學士學位後就喪失了原先的六個月免息優惠。 

研究生被取消的在學期間免息優惠可說是去年夏天兩黨爭執的

犧牲品，當時兩黨正為國家負債上限之議題激烈攻防。最後國會議員

決定取消這項優惠，以便節餘的款項可用以補助低收入學生的貸款。 

之所以造成此一結果是因為，根據政府的統計，近年來由於經濟

不景氣、預算緊縮，導致各大學研究所及法學院與醫學院等專業學程

學費飆漲達兩位數之百分率，另一方面又由於就業困難，學生在大學

畢業後大量擁向研究所，自 2000 年起，進研究所的學生增加了 33％，

達到 280 萬之多。因而對大學生及研究生的貼息對國庫產生沉重的負

擔，遂在兩黨訂定國債上限的爭執中成了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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