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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大學學雜費連年攀升，許多的學生及家庭都叫苦連天、債台高築。一項

近期的調查指出，2002年大學畢業生的學生貸款比 1997年高出 66%，這兩年更
是雪上加霜；另根據聯邦最近的一項分析報導，未來十年，讀大學所須的高費用

可能使 2百萬低收入家庭子弟無力入讀四年制大學。公民福利團體及關心人士早
已發出類似警告，他們更一再呼籲政府早為籌謀，擴大補助。然值此際，聯邦政

府卻趨嚴的修改了主要補助低收入大學生的培爾(Pell)助學金的計算方式，此舉
將致 130萬大學生受補金額減損，8.9萬原本合格的 申請者被取消。政府經此可
樽節 3億美元的經費，這種惟利是圖、把經費不足的責任推給學生與家長的短視
做法，對世界最富裕和 最多元化的教育系統而言真是莫大的譏諷，更不用說對
國家前途的長遠負面影響。 
 
許多教育專家表示，國會歷經了 18個月與布希政府的爭論結果，導致十年

來培爾助學金最大規模、最嚴重的縮減；令人痛心疾首。但支持者表示，念大學

的越來越多，需要財務補助的學生更是激增，聯邦及各州政府補助的額度也一再

提高，現全國已有 530萬培爾助學金的接受者，官方撥款金額今年度即達 120
億美元，而十年未變的公式早已過時，蔽病叢生、發放浮濫，赤貧者常未蒙惠，

其基本價值已受腐蝕，再者現一年最高$4050的補助，對狂飆的學費實杯水車薪
無濟於事，因此雖是燙手山芋，也知絕無盡如人意的萬全之計，再加上法律規定

必須審核績效，為服務未來更多有切實需要的學生，並給予較大、實質性的補助，

變革實已無可迴避，勢所難免。 
 
批評者僅管也同意原法多有不適，但以 2002資料為依據難以精確反映多數

家庭的經濟困境，而節節高升的學費，中等收入家庭也面臨「學費焦慮」、一樣

迫切須要政府金援，政府不為推手反做殺手，其心可議。再說，其骨牌效應將使

所有的學費補助削減，學生更將倚賴借貸，高債負終將阻擋有心上進者的大學之

路，在大學階段流失人才，對美國國力將是無可彌補的損失。尤其弱勢階級，教

育是降低整體貧窮的唯一方法，而嬰兒潮的出生者退休在即，急需高素質的替代

人力，政府背道而馳，未來的美國恐難免質變。此舉更有違「提供良好的高等教

育是政府的職責、是學生的權利」的全民共識，嚴苛無情的做法形同失信於民，

致而打擊對國家的信心，實在是得不償失。 
 
學生受影響的程度將因其家庭收入及所居地而不同，有的只少幾百，但大多

數都不免自付更多。除了新澤西及康州其他各州，年收入低於$15,000者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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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將低於以往，紐約、麻州、密西根、德拉瓦、南卡及威斯康辛等州受創最重。

加大系統估計該校 46,000受此補助的學生至少有一半將遭刪減。據教育部的估
計，現 530萬接受培爾助學金補助的學生有一半不受影響。 
 
由於更多低收入家庭子女進大學，申請的人數更多，即使實行新策，培爾助

學金的撥款仍可能增加，需要補助的實在太多了，而想讀大學的貧窮少數族裔，

離夢想也越來越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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