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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美国高校助学项目帮了谁？
寒门学子输在起跑线 富人反而靠优惠省钱

! ! ! !美国高校学费近年不断上涨，校园内贫富差
距也越来越大。眼瞅着高等教育似乎正朝着富人
专利的方向发展，美国总统奥巴马喊出了“让每
个美国人读得起大学”的口号。
可现实中，从形形色色的助学项目中受益最多

的似乎还是有钱人。那些寒门子弟又该怎么办？

!从未听说"的助学政策
爱德华多·梅迪纳接到常青藤名校康奈尔大

学录取通知书时，全家并不感到轻松。
梅迪纳的父亲在一家海军医院做行政工作，

母亲是墨西哥移民，就职于一家电信公司。两口
子从立志送两个儿子上大学那一刻起就开始攒
钱，但存款从没超过 !"""美元。就在梅迪纳高中
快毕业时，为帮奶奶保住房子，连这笔教育经费
也被拿去还了房贷。
梅迪纳上大学后才知道，联邦政府专门开设

了名为“!#$计划”的大学储蓄账户，家长往这个
账户存钱可以免税，一定程度上能减轻子女学费
负担。但了解这项政策的人却并不多。著名投资
顾问公司爱德华·琼斯公司调查发现，年收入不
足 !万美元的家庭中仅 %"&听说过这个账户，而
七成开户人家庭年收入超过 '!万美元。

美国社会对于阶层的划分从来没有统一标
准。《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根据人口普查数字，将
年收入 (!!万美元至 ')万美元的家庭划分为中
产阶层。
梅迪纳不在中产之列，入学前也从未听说扶

轮社等民间组织和商业机构在康奈尔大学设有
私人奖学金。这不足为奇。
美国大专院校委员会统计发现，民间组织和

商业机构每年向高校提供的奖学金高达 '*)多
亿美元，但教育部数字显示，获奖者中，家庭年收
入超过 ')!*万美元的孩子远多于家庭年收入不
足 +万美元者。究其原因，一来富人对这些私立
奖学金早有耳闻，能提早下手，二来“富二代”们
高中往往就读私立或名校，这些学校的大学升学
顾问很懂行，早就帮他们把高校各种待遇和政策
摸得门儿清。相比之下，梅迪纳高中时的升学顾
问根本照顾不过来这么多孩子。梅迪纳中学 (年
只见过他两回，别指望得到什么实质性帮助。

梅迪纳说，身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他刚进
康奈尔时一度对自己能力产生怀疑。那么多助学
政策，他怎么之前从没听说过？美国《大西洋月
刊》评论道，梅迪纳的例子很好地诠释出美国从
政府、高校到私人机构提供的助学项目如何一步
步成功帮助富人子弟，而忽略贫困人家的。在助
学申请上，即使那些天赋极高的寒门子弟，首先
因信息闭塞，还没起跑就落后了。

拆东墙补西墙的无奈
梅迪纳算了这样一笔账：每年学杂费、住宿

费和生活费加起来大约 *!+万美元，学校每年给
他一笔补助，起初是 +!+万美元，之后逐年减少。
这样，他每年要想办法凑出约 +万美元才能完成
学业。校内勤工助学岗位看似不错，但能挣到多
少钱，就不好说了。
美国联邦政府每年向高校学生提供 ')亿余

美元的勤工助学金，依据 !)年前制定的一套方
案分配到高校手中。这套方案不会考虑学校到底
有多少贫困生，而是依据学校学费和上一年获得
的金额计算新一年指标。数据显示，接受勤工助
学金的学生中，四成家庭年收入超过 ,万美元，
一成家庭年收入超过 %)万美元。其中，家境越好
的人，得到的助学金也越多。家庭年收入不足 -

万美元者人均能拿到 -%))美元，比家庭年收入
超过 %)万美元的学生人均少 -))美元。
梅迪纳的母亲为替儿子缴学费，不惜以交罚

款为代价动用养老金账户。而她和丈夫并不知
道，替儿子交的这笔钱可以获得税收减免。为减
轻大学生学费负担，联邦政府每年就学费这一项
为家长减税 %,)亿美元。但按照美国国会研究服
务部说法，从这项政策中获益最大的并非穷人。
因为缴的学费越多，减税幅度就越大，富人们把
孩子送到收费更高的名校读书，反而能省不少
钱。统计显示，年收入超过 %)万美元的家庭借这
项政策省了 +*亿美元，户均能省 %$))美元，而

贫困家庭平均每户仅减轻 %%))美元税负。
梅迪纳现在除背负 %!( 万美元联邦助学贷

款，还欠了学校一大笔钱。依据他向记者出示的
文件，因无法及时还账，他今年 %月被校方强制
辍学，只有还清欠债才能复学。这对他打击不小。
他说自己常感到“愧疚和无助”，经济上的负担
“确实会打压一个人的意志，让他无法意识到曾
有的激情”。
经历数周奔波和周折，这名大三生终于申请

到一笔贷款偿还校方，包括 +!)美元滞纳金。为
了不再被赶出校园，他今年申请 +!,万美元私人
贷款。这些私贷利率不低，通常还附有种种苛刻
条件，如不得延期偿还、不得以贷养贷、毕
业后不得参加“按薪水还贷”项目等。但梅
迪纳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

康奈尔大学说，受法律限制，它不便对
学生经济状况发表评论。

助学初衷不再是扶贫
由于美国经济和就业持续低迷，地方

政府削减教育拨款，高校学费节节攀升。知
名智库“新美国”旗下联邦教育预算项目负
责人贾森·德莱尔说，如今不少高收入家庭
也感到学费压力，不少助学项目设立初衷
已不完全是扶贫。而在高校贫困生比例不
断下降的背景下，原本旨在帮助穷人的助
学项目也逐渐惠及高收入家庭子女。

教育专家乔恩·马库斯指出，高校和各
级政府对学生的补助和奖励政策间接加深
了校园贫富分化。例如，部分学校会向一次
性支付学费的家庭和成绩优秀的知名高中
毕业生提供更大的学费优惠，而贫困生往
往来自普通中学甚至落后学校，更无法一
次拿出那么多钱支付学费。

美国全国教育统计中心数据显示，最
近十年内，高校奖学金获得者中“富二代”
比例已由 -+.上升了 !个百分点，而贫困
生比例则由 -+.降至 -).。

研究人员也发现，州政府很多高校政
策正逐渐将贫困生排斥在外。上世纪 ,)年
代，各州在高校设立的助学金全部用于补
贴贫困生。但现在，为吸引尖子生留在当地
就读，越来越多的州政府开始基于学生成
绩和其他非经济因素发放助学金。大专院
校委员会发布报告说，如今近四分之一的
州立助学金发放到非贫困生手中。而不少
州政府最近更是开始依据大学生毕业率等
指标补贴公立大学，结合“富二代”毕业率
更高的现实，不难理解这项政策会如何影
响高校招生和助学项目。另外，由于州外生
源学费高于州内生源，越来越多的知名公
立大学也开始靠助学金吸引州外生源。智
库“新美国”报告显示，两成公立高校向至
少 -).根本不需要资助的大一新生提供助
学金。如此一来，州内贫困生能拿到的入学
名额和助学金越来越有限。

即使那些初衷是帮助寒门子弟的助学政策，
在具体落实过程中也可能事与愿违。以联邦“按
薪水还贷”项目为例。这个项目用于帮助那些申
请联邦贷款的学生减轻债务负担，规定大学生工
作后每月还款额度不得超过可支配收入的 %).，
-)年后尚未还清的贷款由政府结清。家境富裕
的学生由于生活压力较小，大学毕业后继续深造
的可能性更大，而这个项目变相延缓了他们开始
还贷的时间和还贷进度，他们甚至可能在 -)年
后还没还清全部贷款，从而减记剩余债务。用德
莱尔的话说，这个项目“对那些读研究生的非贫
困生而言是笔不小的津贴”。 王鑫方

! ! ! !每逢临近总统选举!"学生

贷款#就会成为高频字眼!民主

党和共和党都希望借此赢得年

轻选民$ 但两党议员对政府融

资来源等具体内容分歧较大!而

在各种利益团体博弈下!不少旨

在减轻学生贷款压力的改革建

议由于种种原因胎死腹中$

众议院曾通过一项议案!

将申请学费减税的家庭年收入

上限由 !"万美元改为 !#万美

元! 但这项议案还没来得及经

参议院投票就中途夭折$

美国国会下属审计机构政

府问责局说!"$%&计划% 初衷

是帮助贫困家庭和中产阶层!

但统计数据显示这个计划受益

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值达 '(!%

万美元$为此!奥巴马政府计划

将这个免税项目改为征税项

目! 但共和党人马上跳出来批

评奥巴马增加纳税人负担!民

主党人也很快放弃这个提案$

最近!奥巴马在 %)!*年政

府预算案中又提议改革联邦贫

困生助学项目 "佩尔助学金%$

这一项目用于资助家庭年收入

不足 (万美元的大学生! 一般

高校会将这笔钱先用于抵消学

费! 这样贫困生在其他涉及学

费的税收优惠政策方面能活动

的空间就大大减少$ 奥巴马提

议将这笔助学金首先用于基本

生活开支!如此一来!符合申请

减税条件的学生比例将由现在

的 ((+翻将近一番$只是!这一

预算案最终也未获通过$

流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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