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針對美國務院發表聲
明稱將撤銷有關中國在美
留學生簽證，中國駐美使

館發言人29日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方這
一政治性、歧視性做法。中國駐美使館已
第一時間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敦促美國
政府立即糾正錯誤。

國際輿論指出，教育是美國經濟發展
和服務貿易順差的重要支柱，美國封堵包
括中國學生在內的國際學生，無異於自斷
經脈。此外，蘋果、谷歌、微軟等科技企
業也警告，對簽證設限將削弱美國的創新
能力。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央視新
聞報道：中國駐美使館發言人在回答媒
體提問時表示，美方此舉將嚴重損害中
國在美留學人員正當合法權益，也將進
一步損害美自身國際形象和國家信譽。
發言人說，中國駐美使館已第一時間向
美方提出嚴正交涉，敦促美國政府立即
糾正錯誤，切實保障中國在美留學人員
的正當合法權益。

5月30日，外交部發言人林劍主持
例行記者會，有記者就美國政客有關在
美中國留學生的言論提問。林劍表示，
美方政府的有關言論充斥着意識形態偏
見和冷戰零和思維，任何抹黑攻擊中國
共產黨、詆毀中國道路和制度的企圖，
任何想把中國共產黨同中國人民分割對
立起來的企圖都是痴心妄想、自不量
力，都會遭到14億多中國人民堅決反
對，注定失敗。

「這是基於意識形態的偏見」 「毒
害了中美長期以來的教育關係」 「將對
美國科技進步造成 『巨大損害』 」 ……
對於美國國務卿魯比奧28日宣稱美國開
始吊銷中國學生簽證一事，國際輿論予
以廣泛批評。

申請簽證前往哈佛 面臨額外審查
一份美國國務卿於30日發送給所有

美國外交和領事館的電報顯示，美國國
務院下令所有駐外領事館開始對以任何
目的申請前往哈佛大學的簽證申請人進
行額外審查。

專家表示，自本屆美國政府上台以
來，針對國際學生特別是中國學生的限
制措施就接連出台，這次美方無理取消
中國留學生簽證，包括 「與中國政府有
聯繫或在關鍵領域學習」 的學生簽證，
是以意識形態與國家安全為藉口、推動

中美 「人文脫鈎」 的變本加厲之舉。外
交學院教授李海東認為，當前，美國對
華戰略競爭焦慮不斷上升，其國內瀰漫
着所謂 「文化戰爭」 的戾氣。為此，像
魯比奧這樣的美國政客持續泛化國家安
全，將留學生作為對華地緣政治博弈的
工具，推動中美在科技、人文交流等領
域 「脫鈎」 ，以服務於對華戰略競爭以
及謀求個人政治私利。

不只針對中國，美國這場 「教育
封堵」 行動瞄準了全球。今年4月，
美國政府就取消了88所高校至少529
名學生、教職員工和研究人員的簽
證。對此，衛斯理大學校長邁克爾．
羅斯直指，美國政府的簽證政策極其
錯誤、適得其反，只會傷害美國自
身。

谷歌前CEO：損害美國AI發展
從教育層面看，留學生簽證如果

被吊銷將衝擊國際教育領域的合作，
影響科研項目和知識共享，並會減少
美國人才儲備，損及美國長期創新能
力。以人工智能領域為例，谷歌前首
席執行官施密特曾公開承認，中國研
究人員是這一領域關鍵論文的最重要
作者， 「如果要擺脫他們，將損害美
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領導地位」 。從
學校層面看，美國許多高校的主要收
入來源是國際學生支付的學費。更重
要的是，教育是美國經濟發展和服務
貿易順差的重要支柱。《美國門戶開
放報告》顯示，2023年國際學生為美
國經濟貢獻了高達500億美元。其中，
中國是美國服務貿易順差最大來源國，
留學是赴美服務貿易的消費主項。對包
括中國學生在內的國際學生取消簽證，
美方無異於搞 「經濟自殘」 。

本月22日，美國國土
安全部宣布取消哈佛大學
的學生和交流學者項目資

質，禁止該校招收國際學生，哈佛大
學就這一政策起訴美國政府。29日，
美國馬薩諸塞州聯邦地區法院一名法
官宣布延長一項臨時限制令，以確保
哈佛大學仍可招收國際學生。在29日
哈佛大學舉行第374屆畢業典禮上，許
多畢業生佩戴白花以聲援國際學生群
體，有的舉起 「Education Knows
No Borders」 （教育無國界）的標
語，抗議特朗普政府打壓學術自由。

「不要被當前分裂和恐懼所影響」
據統計，該校有近6800名國際學

生和學者，約佔其學生總數的27%。
畢業典禮上，哈佛大學校長艾倫．加
伯剛道出一聲 「歡迎」 ，全場觀眾便
起立報以長久的掌聲。當他接着說出
「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 ，更熱
烈的掌聲響徹全場。一位來自中國青
島的姑娘江玉蓉（音譯），作為哈
佛2025屆國際發展學院的碩士畢業
生，其演講讓全場為之動容。據了

解，江玉蓉曾在英國頂尖私校卡迪夫
中學讀寄宿學校，後申請到美國杜克
大學，畢業後在金融領域工作數年，
又因關注全球貧困問題和女性權益來
到哈佛肯尼迪的國際發展專業深造。

她在演講中鼓勵大家在困難時期
保持溫柔，不要被當前的分裂、恐懼
和衝突所影響，她說： 「因為如果我
們仍然相信共同的未來，就不要忘記
那些被我們稱之為敵人的人，他們也
是人；在我們看到他人的人性時，我

們找到了自己的人性。最終，我們不
會通過證明對方是錯的來崛起，我們
是通過拒絕放棄彼此而崛起。」

江玉蓉在演講中提到她對國際多
樣性的重視，表現出超越分歧、共迎
挑戰的積極態度，
與 「教育無國界」
的理念相呼應，得
到在場觀眾熱烈掌
聲。

綜合報道

美國打壓學術自由 陰霾籠罩哈佛畢業典禮
特稿

掃一掃有片睇

美國國務卿魯比奧5
月28日宣稱美國開始吊銷
中國學生簽證，引發國際

輿論廣泛批評。哈佛大學、麻省理工
學院、加州大學等美國頂尖高校接連
起訴美國政府，蘋果、谷歌、微軟等
科技企業也警告對簽證設限將削弱美
國的創新能力。專家對《大公報》表
示，限制人才流動無異於自斷創新命
脈，此舉為美國自毀創新根基的短視
之舉。

全國工商聯執委、91科技集團董
事長許澤瑋對《大公報》表示，以
「國家安全」 為由宣布吊銷中國學生
簽證的激進政策，再次暴露出美國將
意識形態對抗凌駕於科技發展之上的

戰略誤判。

美頂尖AI人才 30%來自中國
許澤瑋指出，美國科技企業的焦

慮絕非杞人憂天。數據顯示，美國頂
尖人工智能研究者中近30%來自中
國，而5G、量子計算等關鍵領域更依
賴全球人才協作。微軟在提交給商務
部的文件中直言，過度嚴苛的簽證政
策將使美國 「孤立於國際研究合作之
外」 ，通用電氣則擔憂醫療成像、人
工智能等領域的創新生態因技術封鎖
而崩塌。這種 「閉門造車」 的思維，
與華為5G技術領先全球、中國芯片產
業自主突破的現實形成鮮明對比：當
美國用行政手段切斷人才流動時，中

國正通過系列政策吸引全球頂尖科學
家。

「國際教育本應是文明互鑒的橋
樑，而非地緣博弈的籌碼。美國一邊
高舉 『創新自由』 的旗幟，一邊用政
治手段扼殺學術交流。這種自相矛盾
的做法不僅違背了科學無國界的基本
規律，更將加速全球科技版圖的重
構。」 許澤瑋表示，簽證限制不僅損
害中國學生權益，更將美國自身拖入
創新枯竭的深淵。

當人才、資本、技術開始流向更
開放的環境，美國失去的不僅是國際
學生的學費收入，更是未來十年全球
科技競爭的入場券。

大公報記者任芳頡

科企巨擘警告：美創新能力恐毀於一旦
專家
解讀

促美立即糾錯 切實保障中國學生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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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貿促會：美企高層頻訪華 向關稅說不
【大公報訊】記者任芳頡北京報

道：中國貿促會新聞發言人趙萍30日
在例行新聞發布會上透露，今年3月全
球經貿摩擦指數為126，處於高位；全
球經貿摩擦措施涉及金額同比上升
26.1%，環比上升152.3%。

美國涉華經貿摩擦指數最高
分國別看，在監測範圍內的20個

國家（地區）中，美國、印度的全球
經貿摩擦指數位居前兩位，美國的全
球經貿摩擦措施涉及金額最多，連續9

個月居首。在涉華經貿摩擦方面，19
個國家（地區）涉華經貿摩擦指數為
171，處於高位，較上月上升19個點。
其中，美國涉華經貿摩擦指數最高。
趙萍稱，今年前3個月，美國發布的關
稅、出口管制和制裁措施最多，嚴重
衝擊全球貿易，對全球供應鏈穩定性
構成挑戰。

趙萍介紹，美國摩根大通集團董
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傑米．戴蒙於近期
訪華，積極評價美中經貿會談成果，
表示願繼續深耕中國資本市場。在同

期舉行的2025年全球貿易投資促進峰
會上，美國工商界人士踴躍出席，他
們的態度與戴蒙完全一致。中國美國
商會會長何邁可表示，美國企業會持
續投資中國，參與中國經濟增長和創
新之中。美國穀物協會中國區總監曼
努埃爾．桑切斯指出，中國是非常重
要的市場，希望與中國市場共同進
步。 「美國工商界人士密集訪華，就
是在用腳投票， 『關稅政策』 不得人
心，開放合作、互利共贏才應是中美
經貿關係的主旋律。」 趙萍說。

資料來源：國際商報、美國商務部經濟分
析局、美國國際教育協會

數讀美國
對華教育服貿

服務貿易規模
2023年：美國對華教育服務出口約150億美

元，佔對華服務貿易總出口467.2億美元的

32%。2024-2025年預計介乎130-150億美元

中國學生數量
中國留學生約289526人，佔美國國

際學生的25.7%。野村證券發布報告提
到，2023年美國對中國的教育服務出口佔
其總教育服務出口的28%。

美國受惠州份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稱，加利福尼亞

州、紐約州和馬薩諸塞州獲得的中國留學生收入
均超過10億美元。

美國政府日前試圖阻
止知名學府哈佛大學招收
國際生，香港高校紛紛向

哈佛國際生拋出橄欖枝，歡迎學生們轉
學報讀。香港教育大學昨日亦發表聲
明，認為非常有必要為所有優秀的學生
提供繼續學業的機會，並歡迎他們加入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將致力於提供一個
多元和包容的學習環境，以支援處於困
境中的哈佛等知名大學在讀或已獲錄取
的國際本科或碩士學
生。

為了方便平穩過
渡，教大表示，將為有
意來教大就讀的學生提
供靈活的錄取流程、全
面的學術支援和額外的
非學術協助，如學分轉

移、簽證申請援助以及住宿安排等。
教大將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為受

影響的學生提供必要的支援和協助。此
前，教育局與本港大學聯繫，呼籲他們
積極行動 「搶人才」 ，擦亮 「留學香
港」 品牌。教育局亦聯繫哈佛大學香港
校友會，為獲錄取赴哈佛大學升學的同
學提供全面支援。港大、中大、科大、
城大、理大和浸大均積極回應及密切留
意情況。 大公報記者郭如佳

擦亮「留學香港」品牌
港高校助在美留學生辦證入讀 轉移學分
吸納
人才

▶5月29日，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劍橋，哈佛
大學舉行第374屆畢業典禮，一名畢業生戴
着印有支持海外留學生標語的帽子。 路透社

▲中國青島姑娘江玉蓉在畢業典禮上的演講，令全場為之動容。 視頻截圖

▶5月29日，在美國馬
薩諸塞州劍橋，哈佛大
學畢業生參加畢業典
禮。 新華社

焦點新聞

中方斥美言論充斥冷戰思維

中方堅決反對美撤銷中國留學生簽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