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總統特朗普自
上台以來不斷打壓高
校，驅逐外國留學生，
引發校園內恐慌。根據
美媒統計，截至4月11
日，特朗普政府已對全
國160多所院校840多名
國際學生和應屆畢業生
的合法簽證身份被吊
銷。據悉，大多數學生
未曾被事先通知簽證被
取消，部分人據稱曾參
與校園反戰示威。目前
尚不清楚這些學生是否
必須馬上離境。 ▲美國民眾手持標語支持哥大學生哈利勒。 法新社

◀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在哥大圖書館台階前舉行抗議活動，要求釋
放哈利勒。 路透社

【大公報訊】特朗普1月20日就
職後簽署行政令，要求凡是參加示威
活動或發表反猶太言論的移民，都需
被驅逐出境。從今年3月開始，在美
國大學就讀的國際學生陸續突然收到
校方通知，稱其在 「學生和交流訪問
者項目」 （SEVIS）記錄被當局 「終
止」 （terminate），學生簽證被取
消。SEVIS用於記錄所有持有學生簽
證的國際學生在美的身份信息，受到
國土安全部的直接監管。

美國目前大約有110萬名國際學
生簽證持有者。國際學生如果失去
簽證，就會立即面臨被驅逐出境的
風險。根據美國教育網媒Inside
Higher Ed最新追蹤統計，截至4月
11日，當局已取消了超過840名國際
學生和應屆畢業生的合法簽證，涉
及160所高等院校，其中包括哈佛大
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和史
丹福大學等名校。據最新統計，國
際學生人數最多的加州地區大學系
統，報告了至少88宗國際學生簽證
被取消的個案。

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在3月底證
實，國務院已取消了至少300名國際
學生的簽證，理由是這些學生參與
校園反猶或激進主義活動。美國移
民及海關執法局（ICE）還在學生住
家附近實施拘捕，引發學生們恐慌
和民權組織批評。

社媒紀錄成為審查重點
通常情況下，國際學生赴美求

學須持有合法有效學生簽證方可入
境，同時也需登記註冊SEVIS系統，
維持 「學生身份」 。學生簽證由國
務院簽發與撤銷，而學生身份則由
SEVIS系統追蹤記錄。美國國務院正
在手動終止SEVIS的紀錄，並且尚未
通知相關大學或學生簽證已被取
消，造成情況非常混亂。

據報道，學生和大學事前對於
簽證被取消毫不知情。大學官員表
示，一些國際學生的簽證被取消似
乎與室友糾紛或交通違章等小事有

關，而另一些則是因為參與
反對校園反戰示威。3月
31日，明尼蘇達
大學一名國際研
究生因涉嫌酒駕被ICE拘
留。3月28日，明尼蘇達州立大
學曼卡托分校的一名學生在校外住
處被ICE帶走，校方至今未收到任何
正式理由或事前通告。史丹福大學4
月4日宣布，該校6名國際學生的F1
簽證被當局突然即時取消，校方事
後通過SEVIS系統才獲悉這一消息。

消息人士透露，美國國土安全
部最近還成立了一個工作組，使用
數據分析工具搜索國際學生的社交
媒體歷史紀錄，尋找撤銷簽證的潛
在理由。他們還表示，工作組也在
尋找學生紀錄中的指控和刑事定
罪。美國國務院近期已下令嚴格審
查學生簽證申請者的社交媒體。

參與反戰示威 哥大學生被逐
美國路易斯安那州拉賽爾移民

法院的移民法官柯曼斯11日裁定，
去年4月參與校園反戰示威的哥倫比
亞大學學生哈利勒可被當局驅逐出
境。哈利勒3月8日在哥大公寓被ICE
人員拘捕，然而他並未被指控任何
罪名。哈利勒擁有阿爾及利亞國
籍，並於去年獲得美國綠卡，他的
妻子是美國人。魯比奧上月援引
1952年《移民和國籍法》，判定哈
利勒可能損害美國外交政策利益，
決定將其驅逐出境。法官稱，她無
權推翻國務卿的決定。

美媒指出，哈利勒案的裁定結
果，可能會讓特朗普政府進一步擴
大驅逐行動，並迫使大學打擊所謂
的校園反猶問題。哈利勒的律師范
德胡特批評稱，移民法被特朗普政
府用來打壓言論自由，將留學生當
作 「犯人」 。目前，尚不清楚簽證
被取消的學生是否必須立即離境，
還是可以留下繼續學業。有部分國
際學生已就簽證被撤銷，在法院起
訴聯邦政府。 （綜合報道）

特朗普出狠招驅逐移民
「賜死」6000人逼離境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
社、CNN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政
府近日採取激進手段驅逐非法移
民，計劃將6000多名仍然在世的移
民列為 「死亡人口」 ，使其社會安
全碼失效而無法工作或取得福利，

迫使這些移民離開美國。
消息人士透露，

美國國土安全部7日撤
銷了6000多名移民的
合法取得的社會安全
碼，轉移至用於登記
死者的資料庫。此
後，這些移民將無
法申請銀行賬戶，
或獲得基本金融服

務，也不能工作和領
取福利。知情人士指

出，特朗普希望藉此讓移
民自行離開美國，返回他們

的出生國。
目前尚不清楚這6000多名

移民如何被選中。據悉，特朗普
首先瞄準的是那些有刑事定罪或

涉嫌參與恐怖主義的個人。不過，
報道稱，當局可能會擴大規模，涵
蓋輕微違法甚至沒有犯罪紀錄的群
體。

另外，特朗普於當地時間11日
晚間向內政部、國土安全部、國防
部和農業部四個聯邦機構的負責人
發出備忘錄，指示他們採取措施，
允許軍方使用和管轄美墨邊境的聯
邦土地。備忘錄指出，美軍須在保
障邊境安全中 「扮演更直接的角
色」 ，國防部將提供對某些聯邦土
地的 「使用權和管轄權」 ，方便軍
隊活動。據悉，五角大樓計劃將部
分聯邦土地指定為 「軍事設施」 ，
用於建造邊界牆、安裝偵測和監控
設備等軍事目的。此外，進入國防
部指定區域的移民，將會被認為擅
闖軍事設施被 「扣留」 ，直到國土
安全部人員將這些移民遞解出境。
根據1878年的《治安官動員法》，
美軍不得在國內執法，但國防部將
區域描述為 「羈留」 區，就可以迴
避相關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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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逾百所院校 800多人面臨被驅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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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特使建議效仿二戰後德國 瓜分烏克蘭 美伊展開首輪核問題「間接」談判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新華社報道：美

國與伊朗代表於12日在阿曼就伊朗核問題展開了
兩個半小時的首輪 「間接」 談判，伊朗外交部表
示，雙方將於4月19日繼續進行下一輪核談判。

本次美伊談判於當地時間周六下午3點半在阿
曼首都馬斯喀特舉行。伊朗方面由伊朗外長阿拉格
齊率團抵達，美方代表團則由美國總統特朗普任命
的中東問題特使威特科夫率領。雙方本輪談判為
「間接」 談判，雙方處於不同的房間，阿曼外交大
臣巴德爾作為兩國的談判協調人，阿拉格齊告知巴
德爾伊朗的核心立場，以便轉達至美方。

伊朗外交部當天在會議前表示，此輪間接談
判 「只是一個開始」 。雙方當天談判持續約兩個
半小時，伊朗外交部形容會談為 「建設性的」 。
阿拉格齊表示，雙方將於4月19日進行新一輪的會
談，但地點尚未確定，而阿曼將繼續充當雙方的
「傳話人」 。

巴德爾在社交媒體平台X上表示，伊朗和美國
雙方的接觸 「在友好的氣氛中進行，有利於溝通
觀點，最終實現地區和全球和平、安全與穩
定」 ， 「我們將繼續合作，並進一步努力協助實

現這一目標」 。
這是美伊政府自2015年以來首次進行談判。

2018年，特朗普在第一個總統任期內單方面退出
伊核協議，引發國際社會不滿。在本次會談前，
《華爾街日報》引述威特科夫指，美方談判的
「紅線」 是阻止伊朗生產核武，首要要求是廢除
核計劃，但對於通過其他方式妥協也持開放態
度。白宮11日表示，若伊朗不同意放棄其核計
劃，將 「付出一切代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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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左）12日會見阿曼外交大
臣巴德爾，後者作為美伊談判的 「傳話人」 。

路透社

【大公報訊】綜合NBC、塔斯社報道：俄羅
斯總統普京11日在聖彼得堡會見到訪的美國中東
問題特使威特科夫，雙方就烏克蘭局勢進行四小
時的閉門會談，但未取得突破性進展。美國烏克
蘭問題特使凱洛格12日表示，烏克蘭可以像二戰
後的德國柏林一樣被劃分為東西兩個部分，相關
言論引發爭議。

這是威特科夫第三次訪問俄羅斯。美國總統
特朗普在當天稍早前表示： 「俄羅斯必須採取行
動」 ，盡快結束 「毫無意義」 的戰爭。但克里姆

林宮僅在會後確認會談舉行，並發布兩人握手的
照片，克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已強調，不要期待此
次會晤帶來任何 「外交突破」 。

特朗普任命的烏克蘭問題特使凱洛格12日接
受英國《泰晤士報》採訪時提議，烏克蘭可像二
戰後的東德和西德一樣，實行分區管理。凱洛格
表示，英國和法國軍隊可以在第聶伯河以西設立
控制區，設立組成一支 「安全保證部隊」 ，並設
立非軍事區，將這些區域與俄羅斯佔領區隔開。
俄羅斯則可以控制烏克蘭東部，而美軍不會派駐
到烏克蘭。

凱洛格這一提議引發強烈爭議。他隨後在社
交媒體上發文 「澄清」 ，聲稱這一方案並非是
「瓜分」 烏克蘭，而是在討論聯合部隊（不包括

美軍）的駐軍責任區。
此外，美國繼續推動確保能優先取得烏克蘭

礦藏。知情人士指出，美、烏官員周六就美方提
出烏克蘭礦藏草案在華盛頓進行磋商，由於會談
氣氛充滿對抗性，且不包含烏方尋求的安全保
證，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ICE）特工將被驅逐出境的非法移民帶上飛
機。 法新社

特朗普政府取消特朗普政府取消
學生簽證學生簽證Q&AQ&A

目前，尚不清楚簽證被取消的學生
是否必須立即離境，還是可以留下

繼續學業。多名被取消簽證的學生已起訴
特朗普政府。不過，專家認為，通常情況
下，學生難以進行上訴，因為美國政府有
權以各種理由吊銷簽證。專家還建議，相
關學校應當介入提供幫助。

被取消簽證的人怎麼辦？Q

A

部分人與參加反對以色列轟炸加沙
的校園反戰示威有關，有的因為涉

及輕微犯罪，還有人原因未明。

特朗普政府為何撤銷簽證？Q

A

如果是SEVIS系統紀錄被
終止，相當於留學生的合

法身份將立即失效，必須在
規定時間內（通常為15天
內）離境，或盡快採取其他措施恢
復身份（比如提出上訴）。

對學生有何影響？Q

A

大多數受影響的學生持有F-1和
J-1簽證。F-1簽證允許全日制

國際學生進入美國認可的教育機構。
J-1簽證適用於短期交流項目的學生、
教師、研究人員等。

哪種類型的簽證存在風險？Q

A

根據最新統計，截至4月11日，全美
40個州、超過160所學校的840多名

國際生和應屆畢業生的合法簽證身份被美
國當局撤銷。其中，大部分人是 「學生和
交流訪問者項目」（SEVIS）的紀錄被
「終止」(terminate)，該系統是用來追
蹤和管理國際學生身份的數據庫系統，有
的人則是學生簽證被撤銷(revoke)的情
況。

哪些學校、多少學生受到影響？Q

A

大公報整理

美國大規模撤銷國際學生簽證引恐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