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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十二個月中，公眾對於學生債務的焦慮已經達到了沸點。在 2011

年開始的「佔領華爾街」抗議活動中就包括大量積欠五位數以上高等教育費用

借貸的年輕失業大學畢業生。近幾個月來，未償的學生貸款債務總額突破 1 兆

美元，比美國人總體信用卡債更高。 

民間大量要求債務減免及國會聽證會讓人們終於認清三十年來高等教育學

費上漲的狂潮，在此期間，扣除通貨膨脹後價格翻了三倍的學費是社會給予年

輕人嚴重的打擊。才不久之前，一般大學生可以依靠工作和家長的支持無債一

身輕地獲得學士學位。現在那已經不可能。 

今天，幾乎三分之二的大學生離開學校時已背負平均超過 2 萬 5千美元的

債務。在更糟的情況下，一個 21 歲的孩子要背負著六位數字的債務面對幾十

年來最糟糕的就業市場。 

作為一個國家，美國似乎是在不經意間進行一個大規模社會實驗中，新一

代的年輕人在人生起點就被套上經濟的枷鎖。早先美國人認為高等教育是社會

階層晉升和公共利益的管道。可是漸漸它的本質被改變，成為越來越難獲得的

機會，只有富人的孩子們能毫髮無損地從終獲利。 

但是，當你在讀取最新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大學排名時，你完全

不會看到這個真象。這著名的「金榜」實際上獎勵大學花更多的錢、提高學費

並只接受最優越的學生。造成大學成本高漲危機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國家的財

源緊縮、大學本身抵制更具成本效益的變革和無止境的追逐地位無疑都是價格

上漲的推手。學院排名本身沒有什麼問題，大學本來就需要外界的審查，學生

也需要相關資訊以便在複雜的市場中做正確學校的選擇。但是，當這排名盲目

推動各個學院草率地提高學費就會引發一個集體危機並威脅及削弱對國家未來

的繁榮和公民生活有重大影響的高等教育。 

這就是為什麼自 2005 年以來，「華盛頓月刊」公佈一過新的排名，回應

一個不同的問題：「學院對國家有什麼貢獻？」畢竟，教育是重要的不僅僅是

對就讀的學生。當大學的研究人員在科學、醫學和科技上產生具開創性的研究

成果時，所有人都受益。 

我們所有人都受到專業工作者生產力的影響，也受到接受過大學教育的政

商領袖的品格影響。納稅者也為高等教育每年接受數百億美元的公帑補貼在付

出，學費成本正在迅速增加，上漲趨勢似乎不會結束。 

「華盛頓月刊」的排名是根據三個因素評比而來。第一是社會階層的晉

升，這是給招收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並幫助他們得到學位的學校鼓勵。第二是

獲得認可的研發成果，特別是認可學校鼓勵大學生進一步爭取博士學位。第



 

三，重視服務的承諾。大學變得越來越昂貴負面鼓勵更多的學生視高等教育為

一個單純的投資報酬工具。最好的大學是以身作則，鼓勵學生超越自我，回饋

社會。而且，由於高等教育的成本已變得如此重要，我們在今年大學排行榜上

增加了一個新的因素:畢業率優於預期。這些大學不止工作出色，同時保持低

學費，幫助學生獲得寶貴的文憑並不被債務套牢，因而得到了最高分。  

今年榜單將另文刊載。 
 
 
譯稿人: 姚君佩 
參考資料: 8/27/2012  華盛頓月刊 9/10 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