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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公布最新大學生在學經濟能力調查 
 

駐澳大利亞代表處教育組 
  

自七○年代中起，在澳洲每五年針對大學生的生計狀況展開調查，調查

目的旨在了解澳洲的大學生人口可負擔高等教育的能力，蒐集的定量資料包

括：學費的資助來源、取得獎學金的狀況、工作的收入、工作對學習的影

響。參考此份調查結果的主要對象為：國家及相關教育機構政策制定者、關

心社會資源公平性的實踐者、研究人員、大學生學費資助者、聘用大學生的

雇主、及大學生個人。 

繼上一次 2006 年的調查後，本月 15 日由「澳洲大學聯盟」

(Universities Australia)公布最新一季的「2012 年大學生財務狀況報告」

(University Students Finances 2012)，資料來源來自澳洲 37 所大學各年

級共 83,851 名大學生的問卷抽樣調查，有效樣本為 11,761 份，這份最新的

調查也首度加入國際留學生人口的調查，占總回收有效樣本的百分之 38.3。 

根據調查結果分析，有三分之二的澳洲大學生生活在「貧窮線」之下(註

1)，平均債務水準在過去六年中從澳幣 2 萬 8,800 元暴增至 3 萬 7,200 元，

背負的債務增加率為百分之 30；尤其對於來自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大學生，至

少三分之二的學生對財務狀況表示隱憂。 

有近半數的大學生人口表示入不敷出，因為忙於生計致使學業表現堪憂

的學生人口，在過去六年中從百分之 10 驟增至百分之 50；每周工作 20 小時

的全職大學生佔四分之一，三分之二的本國大學生每年生活費不到 2 萬元，

其中有五分之一甚至不到 1萬元。此外，百分之 80 的全職學生每周工作 16

小時以上，有三分之一的學生經常因為忙於生計而翹課，百分之 17 的學生表

示，經常買不起食物及日常用品。 

澳洲大學聯盟首席執行官羅賓森女士(Belinda Robinson)表示，「赤貧對

輟學率的影響目前仍不得而知，不過有關當局應該密切注意；考量政府設定

2020 年讓百分之 20 來自低社經背景的學生上大學的目標，此一情況極為堪

憂。」 

這份調查也是該專項報告，首度針對國際學生人口的生計狀況，進行較

全面性的調查了解，有關國際留學生人口的財務狀況調查，大致符合一般對

國際學生制式的觀念；在財務的來源上比本國學生強百分之5，相較於本國學

生百分之68.3擔憂經濟來源，國際學生稍低佔百分之50.4；在澳洲政府限定

工時的簽證條款限制下(註2)，部分國際學生有失去生計來源的長期隱憂；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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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即便在限定工時的條款規定下，2012年澳洲國際學生有百分之55.7的大

學部學生、60.7的碩士生、58.2的博士生曾經在學期中從事打工，平均每周

的工時為11至17個小時。 
 
(註1) 根據2012年澳洲社會服務聯會(ACOSS)公布的貧窮報告指出，「貧窮線」訂於全國
家庭收入平均中位數的50%，貧窮線以下的單身人士每天只有澳幣50元花用。 
(註2)在澳洲國際留學生持學生簽證者，每週可以合法打工至多20個小時。參考澳洲移民
署網站 http://www.immi.gov.au/media/fact-sheets/50students.htm 
 
Source： 2013 年 07 月 15 日 駐澳大利亞代表處教育組整理自「澳洲大學聯盟」官網 
http://www.universitiesaustralia.edu.au/page/847/media-centre/2013-media-
releases/student-debt-and-financial-distress-soar--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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