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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教育观察
（总第121期）

河南省民办教育研究会 编 2024年7月1日

每周停办 1 所，美国大学“倒闭潮”来了！

随着招生人数回升的乐观预期被冰冷现实击碎，筹款行动又被银

行户头空空如也的数字宣告失败，一批美国高校近期陆续宣布停办：

纽约州的威尔士学院官网首页高挂着“关停通知”。6月 11 日，

该校发布消息，提醒在校生尽快办理秋季转学申请等相关手续；

超过百年历史的芳邦大学宣布，将于 2025 年夏天正式关闭；

由于一笔 3000 万美元的过渡资金最终落空，伯明翰南方学院已

于今年 5 月 31 日学期结束之日正式关停；

俄亥俄州的东部门户社区学院已宣布行将关门；

……

美国高校的“关门速度”可谓惊人，非营利新闻机构“赫辛格报

告”4月报道：“今年以来，平均每周有 1 所（美国）高校停办，相

比去年每月 2 所的速率有所增长。”

分析显示，美国近年来“关门歇业的”多为小型私立院校，以文

理学院居多。这类学校崇尚精英教育，其正常运作高度依赖学费、捐

赠以及政府资助等。生源断崖式降低、政府援助取消直接击垮了这些

院校。

例如，前述伯明翰南方学院成立于 1856 年，是所在的阿拉巴马

州排名最高的文理学院（据 U.S.News），但连续多年饱受财务困难

和生源减少的窘境。2015 年，该校录取率为 48%，入学人数为 4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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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后的2022年该校录取率提升到了57%，但入学人数降低到244名。

学校符合所在州为陷入财务困境的大学制定的贷款计划，但州财政部

部长最终决定拒绝发放贷款，因为“担忧该校维持长期稳定的能力”。

关门之前！临危一搏

面对停学危机，高校就只能坐以待毙、等候命运的最终审判吗？

非也。从美国高校经验来看，深陷险境的院校似乎还有拯救的可能。

而挽回消失的生源，增加学费收入是高校自救，逃脱困境的有效

途径。

除了哈维·穆德学院、阿默斯特学院等少数院校重视并开设 STEM

专业外，绝大多数文理学院崇尚全人教育，重视精英路线的博雅教育，

它们或许能培养出独领风骚的风云人物，但绝不屑于出产“职业打工

人”。但在经济放缓、就业竞争激增的当下，学生和给学生掏钱的家

长更看重专业能否教会学生就业硬实力，确保家长花的每一分钱、学

生贷的每一笔款都物有所值。因为，文理学院的育人优势却成为发展

的包袱，压倒骆驼的稻草。

削减人文类专业（或者说减少文科专业），开设就业市场急需的

热门专业成为不少文理院校摆脱危机或者加强抗风险能力的首选。查

尔斯·安布罗斯和麦克·奈兹都当过大学校长。两位老校长最近合作

写书，呼吁更多的高校管理者应该拿起“调整专业的武器”，果断淘

汰表现不佳的专业或培养项目。特别是自负盈亏的小型独立院校，学

校应当审慎对待每一分花费每一厘投资，“花钱是要听见响的”。

安布罗斯回顾了自己在亨德森州立大学的经历。该校于 2022 年

公开宣布陷入极大的财务危机之中，徘徊在关门停校的边缘。时任校

长的安布罗斯随即与一家战略咨询机构合作，以商业模式的形式对学

校所有专业做了全面筛查。最终，学校砍掉了三分之一的本科专业，

裁掉了 67名教师，其中不乏获得终身教职者。轻装简行的亨德森州

立大学虽未能完全摆脱危机，但已能正常运作，远离生死边缘。

而增加专业，特别是开创文理学院从未涉足的 STEM 专业并非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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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之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对此，一些小型高校联合综合类

大学甚至是声名显赫的藤校合作办学，吸引就业为核心的考生和家长

的眼光。例如韦尔斯利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科尔比学院和达特茅斯

学院都有“3+2 工程学位项目”，学生在大三阶段进入合作院校学习，

毕业后获得双学位证书。OpenAI 的首席技术官米拉·穆拉塔就是科

尔比学院和达特茅斯合作的双学位项目毕业生。

如果兼并是唯一出路？

若高校费尽心机都未能挽回颓势，“靠自己”只能遗憾退场，被

其他高校兼并收购或许是勉强维系香火的最好出路。

田纳西南方大学荣誉校长马克·拉·布兰奇近年来一直关注美国

高校合并案例，他研究发现，濒临破产的高校最终能成功被“金主”

看上有三大因素：

（一）有吸引力的资产

对于濒临倒闭的高校，这一条件或许很难具备。因为多数高校都

会花光手上的每一分钱，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因为“它们总会认为自

己就能解决问题。”较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斯威特布莱尔学院，这是一

所私立女子学院，历史百余年。

2015 年，该校面临严重生源危机和财务困难。当年 3 月，校董

事会计划于当前学年结束后彻底停校，遣散教职工，清退在校生。而

一群校内外有识之士，包括部分校董事会成员、校友、法律顾问以及

企业破产处理专家等组成了“拯救斯威特布莱尔集团”，通过法律手

段、募集资金、寻找新投资方等一系列措施，最终在 3 个月内扭转乾

坤。在 6月底的毕业典礼上，即将成为新校董事会成员的特蕾莎·汤

林森做了演讲，介绍学校董事会新董事会即将入局，学校管理层也会

焕然一新，权利平稳过渡。

“现金较多”和“危机初期”是汤林森提到学校最终找到“金主”

脱离险境的重要因素。

（二）地段，地段，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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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不走的校园或许是危机边缘高校最拿得出手的筹码，而这和学

校的地段紧密相关。

通常情况，位于偏远郊区的高校校园吸引力较低，而所在地区如

果招生困难则更加贬值。例如，爱荷华卫斯理大学曾获得美国农业部

2600 万美元贷款以升级校园硬件设施。但随后不久，该校于 2023 年

宣布停校，绝大部分校区卖给了当地中小学集团，估价约 125 万美元。

而位于城市地区的高校预期更好。波士顿大学兼并了波士顿市区

的惠洛克学院， 维拉诺瓦大学兼并了费城市区的布里尼大学。这两

次兼并的动机都包括，大型高校希望将其触手延伸到大都市，提升自

身影响力。

（三）政府支持

美国田纳西州的马丁卫理公会学院、新泽西州的布卢姆菲尔德学

院、达拉维尔州的卫斯理学院都曾经在“倒闭大门”前排队等待。而

最终，马丁卫理公会学院被田纳西大学系统收购，成为一个独立校区；

布卢姆菲尔德学院和卫斯理学院也被公立大学兼并。

无一例外，这三所高校能以另一种形式存续于高教领域，都得益

于所在州政府的资金援助，坚持到了“买家到场”。不过要争取到政

府资金援助或在兼并收购中牵线搭桥并不容易，学校首先需要拿出合

理可行且政府认可的方案，例如潜在买家、改革措施、未来发展计划

等，否则就会和前面提到的伯明翰南方学院一样，被打上“看不到长

期稳定发展”的标签。其次，州政府还会综合考虑当地的高教布局、

生源情况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如同走钢丝般步步艰难。

美国百年高校频频传出关门声，“倒闭潮”似乎愈演愈烈。我国

高校与之云程万里，体制各异，但也能从它们的挣扎中吸收经验教训，

提升我们的抵抗力。若未来面临类似困境，也能化险为夷，平稳渡过。

（2024 年 7月 1日 公众号“麦克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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