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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期中大選後 
五項重大教育議題備受關注 

 
美國期中大選結束，民主黨重返國會多

數，五項高等教育重大政策方向也備受教育界

關注。 

一、 學生貸款 

依據高等教育紀事報專題報導指出：學生

貸款公司在 2003-4 年選舉前後的 18 個月，陸

續捐款 632,000 美元給 49 位專責制定高等教育

法案的教育及人力委員會議員，其中 80%捐款

係流向共和黨議員。 

為兌現其競選承諾，民主黨極有可能：削

減聯邦給貸款公司的補助，俾將學生繳交聯邦

貸款利率降低一半。未來可見亦將擴大對學生

貸款的監督。 

二、 高等教育法案 

備受民主黨爭議的「有教無類法」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將重新修正，取代已在國

會延宕多年的高等教育法案。民主黨眾議員

George Miller 及參議員 M. Kennedy極有可能擔

任眾議院教育人力委員會主席及參議院健康、

教育、勞工及退休委員會主席，兩位前即毫不

掩飾對學生貸款及營利性大學的批評。 

三、 提昇科學領域的訓練與競爭力 

相較於近年來共和黨的冷漠，民主黨極有

可能通過法案，加強培訓美國的科學與工業人

才，期以提昇美國的全球經濟競爭力，將聯邦

對大學研究的投資大幅提昇。今年初，民主黨

員即配合共和黨及布希政策，積極呼籲提高國

家衛生研究院的預算，原居聯邦政府補助最大

宗之生物醫學於扣除通貨膨脹率後已大幅跌

落。 

 

四、 營利性的大學 

過去幾年來，令人最失望的莫過於國會致

力推動營利性大學，竟未能修正通過高等教育

法案。目前新國會不太可能放寬私立學校須遵

循「聯邦學生獎助計畫」的相關規定。這些規

定所制定的相關指標業於 90 年代列入法律，以

抑制營利性學校的大幅成長。這些學校雖提供

聯邦就學獎助給學生，但未真正提供所需的教

育，學生僅徒然背負龐大的就學貸款和一文不

值的學位。共和黨於參眾議院教育委員會的領

袖一直尋求放寬對這類學校的限制。現在，民

主黨將重新修正這些法案，很可能刪除共和黨

所加列之鬆綁條文。 

五、 學術發展的預算 

民主黨眾議員 David R. Obey 極有可能擔

任撥款委員會主席，其一向嚴詞批評共和黨經

費使用優先順序的不當；未提供聯邦經費給大

學生及生物醫學領域研究。而同時有望任黨團

領袖的賓州議員 John Murtha 一向以勇於保護

其選民與黨團聯盟的利益著稱。無論如何，大

幅刪減學術發展預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駐芝加哥文化組摘譯  2006/12/4 
高等教育紀事報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Nov. 17, 2006，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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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爾布萊特基金會增設語言訓練獎助 
 

在長久推動對其他文化了解及參與的努力下，傅爾布萊特計畫今年首度強調「重點

語言」(critical languages)。自 1946 年開始即有許多美國及外國學人學子接受傅爾布萊特

基金的獎助；該獎助係由美國與各參與國家雙方共同資助。 

美國今年約有 1300 名學生獲獎，分赴 122 個國家，進行研究、修課，或教授英文；

其中即有 40 名所領為新設之「傅爾布萊特重點語言進修獎學金」(Fulbright Critical 

Language Enhancement Award)，依據「美國國家安全語言計畫」(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所指定之重點語言赴相關國家進修。明(2007)年更將提高名額至 150 名。 

今年一月布希總統公佈的 1 億 1 千 4 百萬美元「美國國家安全語言計畫」，係結合國

務院、教育部及國防部等相關單位，共同致力增加美國具阿拉伯語、華語、俄語、北印

度語、波斯語及土耳其語能力之人才。受獎人於受獎赴外進修前，需於 6 個月內先具備

所修語言之基本流利度，且須以所修外語完成研究報告。目的乃期望更多學生善用其外

語能力於其專業領域。而最迫切需要的，自為政府及商務機構。 

傅爾布萊特外語助理教師計畫(Fulbright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ssistant program) 

今年同時亦獲「美國國家安全語言計畫」補助，增加各外國教師赴美大學及高中教授其

母語(如華語等)之人數，總人數達 305 名，較去年增加 2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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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7 學年赴美之傅爾布萊特受獎

學生人數較多之參與國： 

Germany 228 
Pakistan 108 
Turkey 86 
Russia 69 
Indonesia 67 
Brazil 49 
Spain 46 
Philippines 40 
Mexico 39 
Argentina 37 
Iraq 36 
Chile 35 
India 33 
Netherlands 32 
France 30 
Austria 27 
Japan 26 
Italy 24 
Greece 23 
Poland 22 
South Korea 21 
New Zealand 20 
Norway 20 
Vietnam 20 

備註：各國傅爾布萊特獎助名額乃視該

國與美國之共同經費而定 
 
SOURCE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merica-Mideast Educational and Training Services Inc. 
(Amideast); Laspau: Academic and Professional 
Programs for the Americas 

美國2006-07學年獲選傅爾布萊特獎

助名額最多之研究型大學： 

研究型大學 受獎人數 申請人數 
Yale U. 31 94
Harvard U. 25 97
Brown U. 24 62
Columbia U. 21 71
U. of California at 21 68
U. of Michigan at 21 76
U. of Chicago 18 67
U. of Pennsylvania 18 105
Cornell U. 15 54
Duke U. 14 43
Johns Hopkins U. 14 58
Northwestern U. 14 60
U. of Wisconsin at 14 55
Boston College 13 39
Ohio U. main campus 13 29
Pennsylvania State U. 13 49
Princeton U. 13 53
U. of California at 13 57
U. of Texas at Austin 13 62
New York U. 12 55
Arizona State U. at 11 39
George Washington 11 39
College of William 10 49
Stanford U. 10 61
U. of Arizona 10 32
U. of Pittsburgh 10 21

 

SOURC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駐芝加哥文化組摘譯  2006/11/17 
高等教育紀事報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Oct. 20, 2006，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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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高層組團 赴亞洲行銷高等教育 
今年11月首度由美國教育部長史派琳斯女

士(Margaret Spellings)率助理國務卿及 12 位大

學校長組成的高層學術參訪團，至亞洲日本、

南韓及中國，進行為期 7 天的高等教育參訪及

推廣。此行主要目的之一，除在招募更多亞洲

外籍生前往美國就讀，亦在澄清自 911 後申請

赴美簽證困難之不友善形象。 

參訪中國 2 天中，美方代表及中國一流大

學校長共同召開圓桌會議，雙方同時表達擴大

學術研究交流之意願，亦咸認選送美國學生赴

中國進修之重要性。前往中國的美籍生雖於

2004 年成長 35%，實際人數仍屬偏低，現約六

千四百名，僅為在美中國留學生人數的十分之

一。而中國赴美就讀的留學生人數，則僅次於

印度，高居第二 (南韓及日本名列第三及第四)。 

中國學生對美代表團雖表歡迎，然仍存疑

慮。北京清華大學生表示，赴美求學最大阻因

為學費之考量；若無獎學金，即無法成行，希

望美國能降低此門檻。 

參訪期間，於上海、北京及廣東電視台同

時播映由美國商務部及教育部合作拍攝的24分
鐘宣導短片；短片中，中國留美學生現身說法，

說明申請美國學校的程序及留學生生活。短片

稍後將於中國其他地區陸續播放。 

訪日期間，於日本前教育部長主持的美日

大學校長圓桌會議中，美國教育部長史派琳斯

女士重申爭取日本學生赴美期望。一日本大學

校長即表示，日本確已派送大量留學生赴美，

但美國卻無相對應的作法；每年僅 1,600 美國學

生赴日進修。部份日本大學校長建議，針對非

傳統以學位為訴求之學生，美日大學應合作發

展短期進修及新的留學生補助模式。 

此行參訪團中的大學首長，分別來自費城

社區大學、印第安那大學系統、約翰霍普金斯

大學、俄亥俄州立大學、萊斯大學、西雅圖太

平洋大學、紐約水牛城州立大學、加州大學聖

芭芭拉分校等，並與助理國務卿就校園簽證申

請困難之解除，隨同協助提出說明。 

史派琳斯女士可謂最勤走訪的美國教育部

長之一。自 2005 年 1 月上任迄今，其赴外參訪

次數已超出前任教育部長(Roderick R. Paige)四
年任期之總和。 

 

駐芝加哥文化組摘譯  2006/12/11 

高等教育紀事報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Dec. 1, 2006，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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