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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請各位讀者想像以下的假設情況：「一所大學校長向所有員工宣布：追求真理是至高

無上的學術使命，從今天開始，所有教授在每學期只需要教一門科目，其餘時間都是用來

從事研究，大學會在財政上無限量地支持所有研究項目，你需要多少經費，大學都可以支

付。」 

一間教會的主任牧師向所有會友宣布：「基督教的使命是秉承耶穌基督的博愛精神，

照顧孤兒寡婦等弱勢社群，從今以後，教會場地會開放給所有露宿者，為他們提供庇護

所、膳食及其他一切生活的需要，而預算案沒有上限，若果不夠錢，請各位繼續奉獻。」 

唉！理想可以是無限，愛心可以是無限，但資源卻是有限。無論理想是何等高瞻遠

矚，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但最後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實際的問題：誰來埋單？  

 

接收無証客：慷他人之慨 

筆者修讀神學的時候，教授強調聖經的原則是接待遠人，當時所有師生一面倒地贊成

要接納無証客，我獨排衆議，指出這樣做對合法移民不公平，但更重要的是：即使美國是

大國，但仍然沒有可能無止境地吸納源源不絕的非法移民。  

如今，美國的非法移民問題已經陷入失控狀態，在美墨邊境，許多收留偷渡客的酒店

已經超出負荷，邊境巡邏隊迫於無奈釋放一部份非法移民，才可以騰出空間。這情況會繼

續惡化，因為拜登政府宣布允許約四十七萬名沒有在美居留權的委內瑞拉人暫時合法工

作，這種變相的「大赦」 將會鼓勵更多人湧入美國。 

紐約是非法移民問題的重災區之一，今年紐約市政府已經支出了 20億美元去照顧無

証客，預計到本財政年度結束時將會耗掉 50億元。那麼，誰來埋單呢？ 紐約市長亞當斯

已下令全市各部門削減 15%的支出，以支付處理移民問題的費用；他作出這個警告：「我

們即將徹底失去紐約市，這座我們那麼熟悉的美好城市。」但猶太種族與經濟正義組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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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資本主義的壟斷令到億萬富豪控制窮人，把紐約市變為少數富人的遊樂場。真正摧

毀紐約市的是將貧困定罪、剝削社會服務、傳播恐懼和分裂的政治家。」 我不知道猶太

種族與經濟正義組織有沒有將自己資產的 15%奉獻出來，為照顧無証客盡一分綿力；我也

不知道當年那些神學教授和神學生是否也有份埋單。若果只是提出理論而不願意埋單的

話，那是慷他人之慨！ 

 

美國汽車工人罷工：負負並不能得正 

很多年前一位讀法律的朋友向我指出美國社會的不平等、不公義，他認為應該大幅地

調整所有人的工資，令所有人都能夠過着有尊嚴的生活。當時日本的經濟如日中天，日本

汽車、電器在市場上勢如破竹，美國三大汽車廠和其他企業已經五窮六絕，原因之一是美

國工資太高，我這樣去回應他：「誰來埋單？ 誰去支付高昂的工資？到頭來額外成本會轉

嫁到消費者身上，於是乎沒有人願意購買價錢昂貴和品質低劣的美國產品，最後所有人要

為這個不切實際的理想去埋單！」  

現在似乎歷史重演，最近美國汽車工人罷工，

他們提出的訴求是加薪 40%，將工作時間改為每周 

32小時。一項在八月進行的蓋洛普民意調查顯

示，75%美國成年受訪者支持聯合工會的罷工行

動。我理解汽車工人和一般民眾的不滿情緒，美國

汽車公司的總裁獲得天文數字般的薪酬，在 2022

年，他們的薪酬是一般員工的三百倍。民主黨的政

綱是追求平等，拜登總統順理成章地表示支持汽車

工會，他對參與罷工的汽車工人聲稱：「這個國家

不是華爾街建造的，是中產階級建造的，工會打造

出中產階級，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我們加油下去。各位理當取得你們賺取的，你們賺的

遠比你們拿到的多得多。」 我反對大企業總裁的貪婪，然而，社會問題並不是數學問

題，負負並不能得正，總裁和工人 一同獅子開大口，只會令問題雪上加霜。 

電動車大廠特斯拉總裁馬斯克抨擊美國聯合汽車工會的苛索，他說：「 明確地，這是

將通用汽車、福特汽車、克萊斯勒推進破產的快車道」。Brandywine Global投資組合經理

人派崔克凱瑟（ Patrick Kaser） 不約而同地指出：「如果聯合汽車工會如願以償，那將明

顯對三大汽車公司的競爭力造成實質損害。」 現在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

汽車出口國，有人批評中國誇大了統計數字，因為許多出口汽車是由外資或合資公司生產

的，但即使經過了七除八扣，中國汽車工業大幅成長和在汽車電池上佔主導地位是不爭的



事實，若果美國汽車工人的訴求不能夠得合理地解決，最後整體社會都要為這經濟災難埋

單。 

 

美國大學砍掉無人問津的學系：學術理想可以是業餘興趣 

在年少時，筆者很喜歡研讀文史哲等科目，但今天我在大學教授數據科學，在漫長的

人生歷程中，我明白到需要在理想和現實之間作出妥協。許多美國學生亦有類似的想法，

由 2012年至 2020年，修讀文科的美國學生人數下降了 29.6%，有些大學的下降幅度更加

嚴重，例如在同一期間聖母大學的文科畢業生少了一半。相反，商科、工科、理科的學生

人數比例大幅上升，原因十分明顯，這些學科的出

路比較好。現實是殘酷的，許多修讀不吃香科目的

學生在畢業後找不到高薪的工作，結果無法償還學

生貸款，今年八月中，拜登政府批准為三百四十萬

借款人減免超過 1,160億美元的學生貸款。換言

之，納稅人要為這些當年追求學術理想的人埋單。 

可能有人會批評我說話苛刻，但是，學生在選

擇主修的時候應該知道就業市場的情況， 而且學生

有自由選擇雙專業或雙學位。以筆者為例，我讀過

心理學、哲學、視覺藝術，但同時也修讀過統計

學、電腦科技，我大可以在業餘活動中滿足自己的理想和興趣。 

有鑒於就讀文科的學生人數大幅下降，現在許多美國大學開始在這些科目縮班減員，

例如最近西維珍尼亞州大學因為預算累計短缺達 7500萬元，所以計劃裁掉三十二個學

系，包括了外語系、英文、數學、音樂系的碩士班和博士班。如你所料，很多師生都極力

反對，經過協商之後，外語系保留五名教授中文和西班牙文的教師，文藝創作研究所也逃

過一 劫，但英文系教員只有原來的四分之三。 

西維珍尼亞大學並不是個別的例子，有些大學亦面臨着同樣的挑戰（我不方便在這裏

提及名字 ），在這些大學中，有些學系只剩下幾個學生，但領導階層仍然在「流血不止」

的情況下堅持繼續經營下去，他們提出的理由是：「若果只是提供實用的科目，那麼大學

只會淪為職業訓練學校，這並不是大學的初衷，我們必須要為求知而求知，為學術而學

術！」 我心想：「誰來埋單？誰去補貼嚴重虧蝕的學系？若果不做出相應的改革，最後整

所大學崩潰，所有人都會為此而付出沉重的代價。哈佛、耶魯、普林斯頓….. 這些財雄勢

大的學府可以去追尋學術理想，但為什麼我們需要不惜工本地去堅持？」 

 



結語 

在上面筆者討論了三個美國的社會事件，表面上他們好像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暗地裏

這些問題的本質都具有一個共同的元素：有不少人都只是從意識形態、理論出發，沒有考

慮到成本的問題：到頭來，誰去埋單？ 

最近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因為財政預算案的爭議而鬧得沸沸騰騰，聯邦政府陷於停擺

邊緣，在九月底，國會參、眾兩院先後通過了短期開支法案，政府可以繼續運作 45日。 

過去，民主、共和兩黨都多次因為在財政上持有不同理念而迫使政府停擺，民主黨認為應

該保留、開設、擴張尋求社會平等和公義的項目，共和黨則擁抱小政府主義，主張還富於

民，鼓勵人自力更生。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節目主持人法瑞德 （Fareed Zakaria） 一針見血

地指出了問題的的癥結：美國人民喜歡民主黨的用錢方法，但歡迎共和黨的稅收政策。 

一方面，人民希望得到免費午餐，但又不願意交更多稅款，如是者，政府只能夠靠舉債來

進行赤字開銷，在執筆之際，美國聯邦政府已經欠下 33.3兆億，這數字將會如滾雪球般

越變越大。到底有沒有人想過這問題：最後由誰來埋單？ 

 

2023年 9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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