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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考大学 亚裔遭遇“逆向歧视”
文 ! 郭书谏

申请名校受《平权法案》限制 须比非裔拉丁裔高出上百分

! ! ! !被称为美国高考之一的 "#$%

年 &'(（学术能力评估测试）考试即
将在下月开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
任以来，逆全球化政策饱受国际社
会批评。而在美国国内，特朗普政府
也一改对少数族裔的福利政策，不
少组织和个人都声称亚裔学生在美
国知名学府录取过程中因为成绩太
好而遭受“逆向歧视”。是否应该将
种族作为大学录取标准，显示出美
国教育政策中的左右之争。

司法部介入调查
近年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

斯坦福等美国顶尖大学的录取率一
直维持在 )*左右。以哈佛大学为
例，"+$% 学年 ,,-+ 名申请者共录
取了 .,/人，其中亚裔录取比率创
下有史以来新高，从去年的 "$01*

增加到 "/2"*；非裔学生占 $-2.*，
较去年增加 $2-*；拉丁裔占 .2%*，
较去年增加 $*。相较而言，亚裔学
生是录取比率增加最多的族裔。

尽管看起来是个不错的消息，
但近年来美国名校一直背负着招生
过程对亚裔不公平的骂名。亚裔学
生在考试中必须比非裔和拉丁裔学
生超出上百分才有可能被录取，使
得亚裔在录取机会上遭受“逆向歧
视”深入人心，也让哈佛大学等名校
成为一系列诉讼的被告。

"+$) 年，一个名叫“大学生公
平录取”的非营利组织率先提起诉
讼，指控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
学教堂山分校的录取政策涉嫌种族
歧视。起诉书称哈佛大学等以种族
为基础的《平权法案》设置隐形标准
和限额，对亚裔学生不利。"+$,年，
,+个亚裔团体指控哈佛大学等名
校在招生中设置种族限额，把优秀
的亚裔学生挡在门外。他们要求哈
佛大学公开招生资料，以证明没有
对亚裔歧视。
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司法部

并没有受理此类投诉，但特朗普上
任以来，美国政府一改对少数族裔
的福利政策，政策转向十分明显。
"+$1年 $"月 $日，经过长达数周
的谈判，哈佛大学终于同意向司法
部提供入学申请文件，司法部将对
哈佛大学在录取时是否存在对亚裔
的系统性歧视进行调查。
此前哈佛大学等名校录取的亚

裔学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一
个稳定的比例，因此一直有人猜测，
美国名校对亚裔申请者有隐形配
额。假如这一指控被证实，哈佛大学
将面临违反《平权法案》的罪名。

成绩太好受歧视
根据《平权法案》，美国政府机

构以及接受联邦资助的机构包括大
学等，禁止在肤色、宗教等方面进行
歧视。这项法案催生于 "+世纪 ,+

年代黑人民权运动，旨在保护非裔
和拉丁裔族群在美国受教育的平等

权利。然而近年随着亚裔的社会经
济状况逐步改善，重视教育又热衷
拼搏的亚裔在美国标准化考试 &'(

（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和 '3(（美国
大学入学考试）中屡获佳绩，亚裔学
生不得不比非裔和拉丁裔学生高出
上百分之多，才能被名校录取。

越南裔移民后代本·胡恩就是
一例。他不仅课业成绩优异，在 &'(

考试中斩获满分 "/++分，还领导中
学社团，同时热爱音乐。有如此出色
的简历，看起来他各方面条件都足
以进入任何一所知名大学，但仍然
收到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绝大部分顶
级学校的拒绝信。
宾夕法尼亚大学亚裔大四学生

派克当年以全 '成绩申请大学，但
他的母亲米歇尔仍强烈地感受到
“不公正的体系”。尽管她的孩子都
是班里的佼佼者，但她告诫孩子们：
“你们可能资质完全满足大学要求，
但仅仅因为你们是亚裔，所以很有
可能被拒绝。”米歇尔的话代表了许
多民众的呼声，"+$,年一项盖洛普
民意测试显示，,)*美国人认为大
学招生只应该考虑成绩，反对考虑
种族等因素。
面对各种质疑，哈佛大学招生

主任菲茨西蒙斯表示，除了考试成
绩和课业成绩之外，还将考虑申请
者的课外活动和个人素质。录取评
估程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份申
请文件将有两名招生官员阅读，并
经由一个组委会讨论，持续一小时。

!平权法案"被滥用
事实上，《平权法案》始于美国

前总统肯尼迪一个反对歧视的行政
命令，主要在教育与就业领域，要求
联邦雇主采取“肯定性行动”，对少

数种族、女性等历史上被排斥的群
体在同等条件下进行个体倾斜。
然而《平权法案》实施几十年以

来，“同等条件”被逐步弱化，“个体
倾斜”被大做文章。随着非裔和拉丁
裔族群寻求社会福利的声音越来越
响，肤色逐步成为大学的敲门砖。美
国各大名校和研究项目纷纷对少数
族裔大开绿灯，降低录取标准。不少
学生在申请书中不断强调自己的少
数族裔和弱势文化背景，以此作为
加分项，希望受到学校特殊照顾。穆
斯林青年艾哈迈德在斯坦福大学的
申请书上仅仅写了一百遍“黑人命
贵”，最终居然还被录取了。宾夕法
尼亚大学前招生委员会副主任哈伯
森表示：“现在大学招生委员会不敢
使用种族‘配额’一词，但种族和性
别比例一直是录取因素之一。”
在 "+$1年美国大选中，许多亚

裔倒向共和党，就是担心民主党总
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上台后，民
主党会打着平权旗号，出台更多不
利于亚裔的政策。

补偿是否已过头
除了亚裔以外，近年来白人学

生也偶有起诉学校“逆向歧视”的案
例，白人女学生费雪状告德州大学
奥斯汀分校一案更是因为上诉到最
高法院而闻名全美。费雪认为，大学
由于她是白人没有录取她，反而录
取了各方面综合考量不如她的少数
族裔学生，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条
修正案。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美国
法律要给所有公民平等保护，她认
为自己受到“逆向歧视”，没有受到
“应有的平等保护”。

在一路把官司“打上去”的过程
中，费雪虽然屡尝败诉滋味，但也逐

步成为舆论关注焦点。"++.年，地
方法院判决维护大学录取政策，费
雪上诉至第五巡回法院再次败诉，
又上诉到最高法院。
由于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最高

法院的判决将影响司法实践。如果
支持费雪的诉讼请求，即意味着“肯
定性行动”违反宪法修正案。因此，
最高法院将诉讼发回至巡回法院，
要求彻底审查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的录取是为了种族多元化还是歧视
白人学生。大学负有举证责任，必须
证明其录取标准是唯一能够实现种
族多样化的手段。换言之，大学必须
证明如果在录取学生过程中不考虑
种族，就无法实现多样化的目标。经
过调查，第五巡回法院再次判定费
雪败诉。费雪的律师团队仍然不服，
再次将案件推向最高法院。"+$,

年，最高法院以 /比 -的票数维护
大学的做法。这一案件之所以受到
全美广泛关注，关键在于大学在录
取中照顾少数族裔是否构成“逆向
歧视”，这一判决事关各个族群在教
育机会中的公平问题。

作为民主党历史上的重要政
策，肯尼迪的“肯定性行动”不仅为
民主党扩大了票仓，赢得了人口逐
步上升的少数族裔的支持，而且其
政治主张一直延续至今，被奥巴马、
希拉里等继承。这一政策的初衷在
于补偿、照顾那些历史上遭受歧视，
因而起点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族
群。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补偿是
否已过度，从而侵犯了大部分群体
的利益？另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奥
康纳曾通过判例表示，“肯定性行
动”这项政策必须及时受到限制，预
计再过 ")年，种族因素将不再作为
考虑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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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开学仪式上一名非裔学生兴奋地和家人打招呼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