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機會與平等之國：就讀大學的成本與畢業難度 
 

駐波士頓臺北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   
 

在一片政府支出緊縮、預算削減的氛圍下，要讓人人都讀得起大學，而且

不只是能入學、還要能順利畢業，是去年最讓各大學苦思的議題。歐巴馬政府

的目標是讓美國在 2020 年前重新成為世界上有最多成人擁有大學學位的國

家。但進展緩慢。期望全美在 2025 年前能有六成以上成人擁有大學文憑的光

明教育基金會(The Lumina Foundation)帶來壞消息：2010 年，25 到 64 歲之

間的成人只有 38.3%有大學學位，比 2008 年成長不到 0.5 個百分點。 

確保學生畢業仍然是大學面臨的重要挑戰。根據美國教育部的統計，全美

首次就讀大學院校的全職學生，在四年制大學院校的畢業率約為 60％（在六年

內取得學士學位者），二年制學院則為 50%（在三年內取得修業證書或副學士

學位者）。 

 

援助越多，負債越多 

接受經濟援助的高教學生比例持續上升。美國教育部統計，2009-10 學年

度首次就讀大學院校的全職學生中，超過五分之四的大學新鮮人領有助學金或

學貸。雖然學費上漲的幅度明明就超過通貨膨脹，但排除非營利的院校機構，

2010 年學生平均支付學費的淨數字卻仍然微幅下降。2010-11 學年度，約有三

分之二的全職大學生領有助學金。而 2010 年獲得學士學位的學生則有三分之

二是負債的，每個貸款人平均負債 25,000 美元，負擔已高到引發眾怒。 

從去年十月開始，聯邦官員要求各大學院校將在網頁上公布學生實繳學費

的計算方式，以便學生在入學前能事先評估負擔，也督促各院校應採統一格式

列出學生的就學支出與獎助學金貸款資訊。各校的行政單位對此表示反對，認

為各校可以自行決定用何種方式來傳達這些資訊。 

新成立的消費者金融保護局負責受理向私人借貸的相關投訴。此外，共和

黨和民主黨為了不得罪學生選民，在最後關頭決議擱置就學貸款利率調漲案，

這個調漲方案本來會讓每個貸款人在 10 年或 20 年的還款期限內平均每月多付

8 塊美金。 

 

科系與就業 

根據密西根州立大學「大學生就業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指出，今年計劃

僱用應屆畢業生的雇主比例略高於去年。對剛進入就業市場的畢業生而言，這

些跡象顯示經濟正要復甦。 

然而，儘管近期大學畢業生的就業率高於教育程度較低的人，畢業生的就

業前景仍視科系不同而有別。喬治城大學教育與勞動力中心的研究報告顯示，



 

建築系畢業生的就業狀況最差。普遍而言，人文科系畢業生的失業率高於醫療

和教育領域。「如果你的科系名稱聽起來就像一個職業，例如念工程讓人直接

感覺將來可以當工程師，這些科系會比較容易謀職。」該中心主任安東尼‧卡

內瓦爾說 

雖然雇主願意僱用應屆畢業生，但並不盡然滿意這些新進員工。根據美國

獨立院校認證委員會(ACICS)的調查，只有不到 10％的雇主認為大學教育把畢

業生的工作能力訓練到「極佳」。在這份調查中，所有受僱能力標準，包括適

應能力、批判性思考等項目，申請者的表現都低於雇主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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