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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期中大選後，五項重大教育議題備受關注 

美國期中大選結束，民主黨重返國會多數，五項高等教育重大

政策方向也備受教育界關注。 

一、 學生貸款 

依據高等教育紀事報專題報導指出：學生貸款公司在2003-4年

選舉前後的18個月，陸續捐款632,000美元給49位專責制定高等

教育法案的教育及人力委員會議員，其中 80%捐款係流向共和黨議

員。 

為兌現其競選承諾，民主黨極有可能：削減聯邦給貸款公司的

補助，俾將學生繳交聯邦貸款利率降低一半。未來可見亦將擴大對

學生貸款的監督。 

二、 高等教育法案 

備受民主黨爭議的「有教無類法」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將重新修正，取代已在國會延宕多年的高等教育法案。民主黨眾議

員George Miller及參議員M. Kennedy極有可能擔任眾議院教育人

力委員會主席及參議院健康、教育、勞工及退休委員會主席，兩位

前即毫不掩飾對學生貸款及營利性大學的批評。 

三、 提昇科學領域的訓練與競爭力 

相較於近年來共和黨的冷漠，民主黨極有可能通過法案，加強

培訓美國的科學與工業人才，期以提昇美國的全球經濟競爭力，將

聯邦對大學研究的投資大幅提昇。今年初，民主黨員即配合共和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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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布希政策，積極呼籲提高國家衛生研究院的預算，原居聯邦政府

補助最大宗之生物醫學於扣除通貨膨脹率後已大幅跌落。 

四、 營利性的大學 

過去幾年來，令人最失望的莫過於國會致力推動營利性大學，

竟未能修正通過高等教育法案。目前新國會不太可能放寬私立學校

須遵循「聯邦學生獎助計畫」的相關規定。這些規定所制定的相關

指標業於90年代列入法律，以抑制營利性學校的大幅成長。這些學

校雖提供聯邦就學獎助給學生，但未真正提供所需的教育，學生僅

徒然背負龐大的就學貸款和一文不值的學位。共和黨於參眾議院教

育委員會的領袖一直尋求放寬對這類學校的限制。現在，民主黨將

重新修正這些法案，很可能刪除共和黨所加列之鬆綁條文。 

五、 學術發展的預算 

民主黨眾議員David R. Obey極有可能擔任撥款委員會主席，

其一向嚴詞批評共和黨經費使用優先順序的不當；未提供聯邦經費

給大學生及生物醫學領域研究。而同時有望任黨團領袖的賓州議員

John Murtha 一向以勇於保護其選民與黨團聯盟的利益著稱。無論

如何，大幅刪減學術發展預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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