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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填補嚴重的財政赤字，新上任的聯合政府採取節流政策，無

所不用其極地縮減各項政府支出；其中也包括大幅削減高等教育經

費。根據報導，財政部長 Vince Cable發文至高等教育財務部門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表示這項財務縮編政策已勢

在必行，今明兩年的高教預算預計裁減上達3億英鎊。 

此一消息披露後，各大學校長對於政府斷然刪減數量龐大的高校

經費無不怨聲連連。尤其，經費縮減也意味著各大學被迫要調高學費

來另闢財源，但再過幾周新學年就要開始，原先預計招收的人數和人

事布局難免因此而陣腳大亂。Bedford 大學校長Les Ebdon教授更公

開表示：「高等教育機構每年順利為英國賺入將近5,000萬英鎊的外

匯，實在不應該遭受如此待遇。」他更抨擊當局一套做一套的取巧作

法：「聯合政府應出面說明既支持提高社會流動性(social 

mobility，意指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可變換性)，卻又要大學和學生

們自行透過提高學費來解決財務困境作法，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另一方面，全英排名前二十大的大學聯盟 (Russell Group) 則

主張現有的大學學費上限規定應該全數取消，並建議改採美國大學收

取學費的作法，讓優秀的大學(例如美國的長春藤大學)可收取高達2

萬英鎊的學費。 

本月稍早，全英各地聯合 70 多所高等教育機構舉行聯合示威，

呼籲政府不要裁減高教預算。主辦單位表示今年有創下新高的青年學

子想就讀大學，但若學費高漲到7,000英鎊的話，其中半數以上的學

子們可能會打消此意。此外，高教經費縮編還將造成不少系所被裁

併，更多課程被取消。還將造成高達7,000名學校工作人員失業，20

萬名大學申請人被擋在門外。 

大學/學院聯盟 (The 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 執行秘

書 Sally Hunt 表示：「財務縮編一定會帶來嚴重的後果，如果聯合

政府執意大幅刪減高教經費，可預見的未來是老師被資遣，學生只能

在大班級上課，而英國的高等教育也將不再真正對社會經濟有所貢獻



 

 

了。」英國大學教師學會(The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and 

Lecturers)的執行秘書 Mary Bousted 則表示：「英國目前有將近百

萬名16到25歲的年輕人無所事事，另有將近700萬成人是文盲。政

府還要大幅刪減高等教育的經費，實在近乎愚蠢。」 

綜上所述，英國新執政的聯合政府在預算控制上雖然展現了壯士

斷腕的氣勢，但其引發的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和抗議質疑卻也在各處不

斷發酵。究竟在此刻大幅刪減高等教育經費是否為聰明之舉，或許還

留待時間來驗證；但放任 20 多萬名申請人無大學可讀，並讓高學費

政策排擠低社經的年輕人進入大學，恐怕已經讓人民對當局開始感到

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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