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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科研人員在紐約示威，抗議特朗
普政府削減研究經費。 法新社

•19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興
起，促使美國國會制定了
「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法案規定在大學招生、政府招聘
時要照顧少數族裔和女性等弱勢群體。法案致
力於消除種族歧視，給予弱勢群體更多優惠政
策；但是有些學校硬性規定招收某些族裔學生

比例，引發 「逆向歧視」爭議。

•2023年6月29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判決，哈佛大學和北卡羅萊納大學招生
計劃中的 「平權措施」違憲。最高法院裁定，憲法禁止大學在招生過程中
考慮申請人的種族因素，裁決適用於美國所有的公立和私立大學。

•支持者認為， 「平權法案」能夠保障學校和公司在錄取過程中
避免歧視少數族裔。反對者認為，當亞裔與非裔、拉美裔

等其他少數族裔同時進入候選名單時，該法案更傾
向支持錄取非裔等其他少數族裔。

大公報整理

美媒近日披露，美國加州一
名19歲華裔天才少年史丹利．鍾
（Stanley Zhong）以優異成績從
高中畢業，並在美國大學入學考
試SAT中取得極高分數。但他在
2023年被麻省理工、史丹福大學
等16所美國知名大學拒之門外，
當時引發熱議。史丹利同年10月
入職科企巨頭谷歌（Google），
擔任軟件工程師，該職位要求達
到博士級水平。史丹利、其父親
鍾南以及 「反對種族歧視學生組
織」 （SWORD）聯合起訴多所
名校，在招生過程中存在種族歧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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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韓聯社、新華社報
道：韓國憲法法院預計最快於本周五（14
日），對總統尹錫悅彈劾案作出裁決。為
防止發生騷亂，韓國警方計劃從宣判前一
天開始，在首爾市部署逾萬警力加強警
戒。

韓國憲法法院2月25日完成尹錫悅彈劾
案最後一場辯論，預計本月中宣判。根據
以往案例，宣判日期通常會提前兩三天對
外公布。韓國警方消息人士稱，警方原計
劃在彈劾案宣判當天在首爾市中心部署約
1.2萬名警察，約佔韓國全國警力的十分之

一。但由於尹錫悅8日突然獲釋，警方決定
升級安保計劃，對漢南洞總統府等更多區
域實施警戒。

根據新計劃，警方將在宣判前一天在
憲法法院和光化門廣場周邊地區部署約
5000名警力，並在宣判當天部署約9000名
警力，並設置 「封鎖區」 。警方同時考慮
增派警力，對韓國主要政黨總部、憲法法
院法官住所、部分國家大使館等場所加強
警戒。警方表示，安保計劃 「仍有加強空
間」 。

首爾地鐵方面表示，將在宣判當天關

閉憲法法院附近一個地鐵站。預計舉行大
型集會的其他地鐵站，地鐵可能不會靠
站。法院附近的6所學校中已有一所學校決
定當天停課。

尹錫悅去年12月3日宣布緊急戒嚴令後
被國會彈劾，今年1月15日還押首爾拘留
所，當時就有支持者砸破窗戶闖進法院。
尹錫悅本月8日獲釋以來，大批抗議人士在
憲法法院附近絕食抗議，並發起遊行，呼
籲罷免尹錫悅總統職位。尹錫悅的支持者
則宣布要在法院和總統官邸附近守夜。雙
方互相謾罵，並發生肢體衝突。

尹錫悅彈劾案最快14日宣判 韓擬部署逾萬警力

▼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網絡圖片



美19歲華裔學霸怒告名校種族歧視
獲聘谷歌工程師 卻遭16所大學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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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法
新社、美聯社報道：隨着
特朗普政府不斷削減聯邦
研究經費，越來越多在美
國的科研人員考慮離開美
國。據悉，法國政府已計劃
推出新政策，歡迎美國科研

人員來法國工作。
自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

美國政府削減了大量聯邦研究
經費，並解僱了數百名從事衞
生和氣候研究的聯邦僱員。特
朗普還宣布美國退出世界衞生
組織和巴黎氣候協定。

法國高等教育及科研部長
巴蒂斯特在一封致法國研究機
構的信中寫道： 「許多知名研
究人員已經開始質疑他們在美
國的未來，我們希望能迎接這
群人當中的一部分。」 巴蒂斯
特敦促國內研究領域負責人提
出 「具體方案」 。法國巴斯德
公共衞生研究所所長貝爾凱德
告訴法國報紙《論壇報》，她
每天都接到來自美國的歐洲和
美國科學家的求職電話。

法國南部的埃克斯─馬塞
大學日前宣布，將成立一個項
目，專門提供給美國研究人
員，特別是氣候變化研究相關
人士，並將歡迎在美國 「可能
感受到威脅或阻礙，希望在有
利於創新、卓越和學術自由的
環境中繼續工作的科學家」 。

另外，為了表達對特朗普
政府的抗議，大批美國科研人
員7日在全美多地舉行示威，
而法國科研人員當天也在法國
西南部城市圖盧茲舉行聲援示
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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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理工州立大學
聖路易斯．奧比斯波分校

•加州理工學院

•卡內基梅隆大學

•康奈爾大學

•佐治亞理工學院

•麻省理工學院

•史丹福大學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

•伊利諾伊大學

•密歇根大學

•華盛頓大學

•威斯康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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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ausJennings
•這是種族歧視，他們（亞裔）需要
集體訴訟。

@Bob366466
•我聽說一些亞裔學生考慮更改姓氏
以避免在錄取過程中受到歧視。令
人沮喪的是，在一個標榜 「自由」
的國家，平等本應是核心價值。

@therealjayber
•如果你聲稱這不是歧視，請說出一
個具有相似學歷的黑人學生，他們
被加州大學、史丹福大學、麻省理
工學院或史丹利申請的任何學校拒
絕的案例。

@JrWannamaker
•我對亞洲人面對如此的歧視感到抱
歉。

@BattleDad45
•種族不應該成為教育機構的優先事

項。無論膚色如何，努力工作都
應該有相同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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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得州大學奧斯
汀分校和馬里蘭大學
（錄取率分別為
31%和44%）
錄取了史丹
利。史丹利
高中GPA為
4.42（4.0分
制），SAT
得分1590
分（滿分為
1600分）。

◀史丹利在
谷歌公司外
留影。

網絡圖片

話你知

美平權法案違憲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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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丹利於2023
年從甘恩高中畢業。

網絡圖片

▲2023年7月，平權法案的支持
者在哈佛大學抗議。

法新社

【大公報訊】現年19歲的史丹利是
中國移民第二代，2023年從位於加州硅
谷的公立頂尖名校甘恩高中畢業，高中
GPA在4.0制下平均績點達到了3.97以及
4.42的加權分數。史丹利還在美國大學
入學考試SAT（滿分為1600分）中獲得
了1590分，而在超過200萬名考生中只
有2000人能達到此成績。美媒稱，史丹
利是 「一名近乎完美的大學申請者」 。

史丹利從小酷愛編程，得過不少獎
項，包括進入谷歌編程競賽Google
Code Jam半決賽。他在高中期間還成
立了一家名為Rabbit-Sign的科技初創公
司，並收到了谷歌的一份工作邀請。然
而，在史丹利申請的18所大學中，僅有
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和馬里蘭大學錄取
了他，其餘包括麻省理工、史丹福大學

等知名院校
在內的16
所大學均
拒絕了他。

而這16所學校
的平均錄取GPA

和考試成績都要低於
史丹利的分數。

史丹利最終接
受 了 谷 歌 的 工
作，於2023年10
月開始擔任全職
軟件工程師。據

悉，該職位要求申請者擁有博士學歷
或同等實務經驗。

根據法庭文件，史丹利、鍾南以
及 「反對種族歧視學生組織 」
（SWORD）聯合起訴，針對加州大
學系統提出了一份長達291頁的訴
訟。訴訟書稱，史丹利在申請時提
交給加州大學的技術成果，與他提
交給谷歌的內容基本相同，但結果
卻形成鮮明對比， 「史丹利的經
歷象徵着加州大學對高素質亞裔
美國申請者存在廣泛的種族歧
視」 。

他們還指控美國教育部未能對
大學系統的種族歧視行為採取行動，
並對華盛頓大學和密歇根大學提出類似
訴訟。史丹利曾表示，沒有排除將來繼
續上大學的可能性。在媒體報道史丹利
的新聞後，他在網上不斷受到抨擊。

美亞裔學生屢遭歧視
大公報記者通過社媒平台聯繫史丹

利及其父親，但截至本港時間11日凌
晨，尚未收到回覆。

在加州居住近20年的華人Athena向
記者表示，加州大學錄取本地學生時會
參考學生在本校的排名，而史丹利就讀
的甘恩高中 「非常卷，比他成績好的學
生可能還有很多，他的成績估計沒有進
入前10%」 。

此外，加州大學系統
規定，在錄取過程中根據自己的
標準重新計算GPA，以考慮高中課程的
差異，而SAT成績在錄取過程中不被考
慮。Athena還提到，她認識一個GPA比
史丹利高的西班牙裔女孩，最終也沒有
被加州大學系統錄取，因此她認同學校
「可能存在種族成分」 。

與史丹利經歷相似，2023年6月，
美媒曝出佛羅里達州18歲亞裔高中生喬

恩．王（Jon Wang）被多所名校拒
之門外的新聞。他在SAT考試中取得
1590分，數學更是得到滿分，但他申
請的6所大學全部拒絕了他。他表示，
他申請學校的時候，同學和高中輔導
員都對他提出了 「奇怪的警告」 。 「他
們都告訴我，作為一名亞裔美國人，想
要被錄取更難了。」 不少亞裔家長將
這一現象歸咎於美國的《平權法
案》。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2023年6月
裁定《平權法案》違憲。美國大學
升學顧問、卡爾蒂諾教育行政總
裁艾倫此前表示，美國大學的招
生系統需要改革，大學的招生標
準應該更加透明， 「我們需要知
道，如果被拒，原因是什麼，我
們不應該在黑箱操作的過程中暗自
猜測」 。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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