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 際 新 聞A19

20222022年年99月月2424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2年9月24日（星期六）

2022年9月24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林輔賢

每年離美到中國的華裔科學家人數
美國政府「中國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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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中國行動計劃」針對學界的案件數在2020年上升
數據來源：亞裔美國學者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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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日報》報道，根據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和麻
省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收集的數據，在2021年共有

1,400多名在美國接受培訓的華裔科學家放棄在美國學術單位
或企業的工作，轉而回到中國，人數按年增加22%。
事實上在過去20年，隨着中國變得更富裕，並獲得作為科
學研究中心的地位，愈來愈多在美國接受培訓的華裔科學家回
到中國。從2020年開始，離開美國的人數更急劇上升，除了
因美國政府防控新冠疫情不力外，由前總統特朗普時代開始實
施、聲稱應對所謂「來自中國的國家安全威脅」的「中國行動
計劃」，針對學者的刑事案件也有所增加。

部分人對美政府迫害感焦慮
儘管美國司法部表示，在一系列起訴失敗和種族定性指控
後，今年2月停止根據「中國行動計劃」提出新案件，但一些
華裔科學家說，他們仍覺得受到懷疑，且擔心只要中美關係繼
續緊張，這種懷疑就會持續下去。
過去一年離開美國的華裔科學家當中，包括來自哈佛大學、
麻省理工學院和芝加哥大學的知名學者。亞利桑那大學研究人
員去年夏天展開的調查發現，每10名華裔科學家中，就有4名
最近考慮離開美國，因他們擔心受到美國政府的監控。
《華爾街日報》訪問近20名已離開或正考慮離開美國的華

裔科學家，提到對政府迫害的焦慮，以及疫情期間日益增加的
針對亞裔暴力事件。一些受訪者還表示受到其他因素影響，包
括更好的報酬或與親人的距離。該報提到，大多數受訪人士都
是取得終身教職的歸化入籍美國公民，許多人是航空航天和生
物領域的專家，兩者均在「中國行動計劃」之下受到最密切審
視的領域之列。

研究顯示中國科學領導力超美
一名中國機械工程教授說，在美國待了20多年後，他今年
夏天離開一所頂尖美國大學，表示對美國的政治環境感到厭
倦。他說，之前由於美國的政治氣氛變得非常緊張，他不再尋
求與其他科學家合作。這名科學家的孩子在美國出生，「我不
想看到我身上的中國身份，使他們受到美國政府部門審查。」

芝加哥智庫MacroPolo於2020年的分析發現，在為美國機構
工作的人工智能（AI）研究人員中，出生在中國的科學家佔了近
30%。大型科企Google母公司Alphabet前主席、美國政府人工
智能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施密特說，中國科學家和其他外國出
生的科學家，一直是美國國家力量的來源，「與一個擁有14億
人口、人才濟濟的國家切斷聯繫，絕不該成為我們的目標。」
根據美國、中國和荷蘭學者的一項研究，2019年被引用次數

最多的前1%科學論文中，中國學者的論文佔比超過美國學
者，這佔比通常被視為衡量科學領導力一個關鍵指標。密歇根
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林安之稱，全球爭奪科學人才的競爭加
劇，意味美國應更歡迎頂級研究人員，「優秀的人有機會離
開，為什麼還要推他們一把？」 ◆綜合報道

在離開美國的華裔學者中，有「數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數
學界最高榮譽「菲爾茲獎」得主丘成桐（圖），是知名度很高的
一位，他於今年4月離開哈佛大學，前往北京的清華大
學任職。丘成桐曾表示有意幫助中國首次贏得「菲爾茲
獎」，他慨嘆中國學生和教授在美國受到猜疑。
丘成桐在2021年9月對哈佛大學新生的一次演講中
說：「當年美國政府批評蘇聯的學術環境，想不到在這

裏（美國）復活。」
倡導組織「亞裔美國學者論壇」去年冬天對華裔科學家進行的
一項調查發現，89%的華裔科學家表示，他們希望為美
國的科技領先地位作出貢獻。但接受《華爾街日報》
訪問的不少科學家均表示，對許多人來說，「中國行
動計劃」改變了他們對美國的看法，不再認為美國是
一個可以讓他們免受潛在迫害的地方。 ◆綜合報道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任內決定將美國駐以色列
大使館遷到耶路撒冷，遭全球批評，時任英國
首相特蕾莎·梅也公開表示不支持。然而現任英
國首相特拉斯卻不顧國外內反對聲音，準備跟
隨美國步伐，她近日與以色列總理拉皮德會晤
時明言，考慮將英國駐以國大使館遷到耶路撒
冷。巴勒斯坦自治政府隨即狠批此舉「公然違
反國際法」。

10前外交官發聯名信警告
目前全球只有美國、洪都拉斯、危地馬拉3個
國家將駐以國使館設在耶路撒冷。英國首相府
發言人表示，特拉斯周三在聯合國大會期間會
見拉皮德，雙方談及英國駐以使館的位置問
題。特拉斯表示，她正考慮將使館遷到耶路撒
冷。拉皮德當天也在Twitter宣布此事，表示感
謝特拉斯，稱他們將繼續加強兩國之間的夥伴

關係。
事實上特拉斯在擔任外相期間，已多次表達

對以色列的支持。今年8月保守黨黨魁選舉期
間，特拉斯致函贊助不少保守黨議員的游說組
織「以色列保守黨之友」，指出她「理解使館
選址的重要性和敏感性」，但她已與拉皮德多
次討論，一旦當選，她定會「評估」使館的選
址。特拉斯的信件引起許多批評，包括駐耶路
撒冷前總領事費恩在內的10名英國前外交官在
《泰晤士報》發聯名信，警告特拉斯不要這樣
做，稱搬遷可能使「兩國方案」難以實現，令
基於國際法的談判結果變得沒有意義。
耶路撒冷問題一直是巴以和平進程主要障礙

之一。1967年以色列佔領東耶路撒冷後，單方
面宣布整個耶路撒冷為其「永久、不可分割
的」首都，但國際社會普遍不承認以色列對整
個耶路撒冷擁有主權。2017年12月，特朗普宣

布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並於翌年5月將
美駐特拉維夫大使館遷至耶路撒冷，引發國際
社會強烈反對。特蕾莎·梅當時表示不支持美國
的決定，「就該地區的和平前景而言，這毫無
益處，英國駐以色列大使館設在特拉維夫，我
們沒有搬遷的計劃。」 ◆綜合報道

烏克蘭盧甘斯克、頓涅茨克、扎波羅熱、赫爾松四個
地區昨日啟動入俄公投，投票期直至下周二，此次舉行
公投的地區約9萬平方公里，佔烏克蘭領土近15%。
根據安排，四地的公投主要採取現場投票和遠程電子

投票結合的方式，當地所有年滿18周歲的居民均可參
與投票。「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允許仍處在烏克蘭當
局控制地區的居民前往俄羅斯境內，「盧甘斯克人民共
和國」則為處於俄境內的公民設置181個投票站。
據俄媒報道，由於俄已經「承認盧甘斯克、頓涅茨克

地區的獨立地位」，而扎波羅熱、赫爾松地區在俄法律
上仍為烏領土，只有俄在與其締結國家協議後才能履行
加入俄聯邦的程序，因此在公投選票的選項設置上，四
個地區有所不同。其中盧甘斯克、頓涅茨克地區設置的
主要問題是：「您是否贊成『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
（『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作為俄羅斯聯邦主體加入
俄羅斯聯邦？」扎波羅熱、赫爾松地區則設置3個問
題，分別為是否同意「從烏克蘭獨立」、是否同意「成
立獨立國家」，以及是否同意「加入俄羅斯聯邦」。
俄羅斯《消息報》日前稱，俄社會民調機構電話訪問

4,000名受訪者，預測四地民眾對於加入俄聯邦的支持
率分別為：盧甘斯克地區80%，頓涅茨克地區72%，赫
爾松地區83%，扎波羅熱地區65%。 ◆綜合報道

伊朗女子阿米尼涉嫌因戴頭巾「不當」，被當
地道德警察拘捕，並在扣留期間死亡。事件連
日來在伊朗各地觸發示威，當地媒體稱造成最
少17人死亡。伊朗總統萊希前日表示會徹查阿
米尼死亡事件，但警告不能接受破壞行為，同
時指責部分西方國家對此事的關切「虛偽」及持
「雙重標準」。
22歲的阿米尼來自庫爾德斯坦省，她於上周

二在德黑蘭期間因穿戴的頭巾「不合適」，涉
嫌違反當地伊斯蘭法規被捕，於上周五在拘留
期間死亡。警方指她死於心臟病發，惟其家屬
卻質疑是被警員毆打致死。事件在首都德黑蘭
及全國最少50個城鎮引發示威。示威其後演變
成暴力，有人焚毀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的大型宣
傳板，亦有人縱火焚燒警局和車輛。
美國前日對伊朗的道德警察和其他安全機構

主管實施制裁。萊希同日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
會期間，重申驗屍報告已證明阿米尼沒有被毆
打，他下令徹查阿米尼的死因，但警告不容許
破壞行為，當局會嚴正執法。萊希並指責部分
西方國家對此事反應「虛偽」並持「雙標」，
因整個西方世界都曾發生過執法期間死亡事
件，但它們均未有堅持追查。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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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總統下令徹查頭巾女命案 斥西方關切虛偽「雙標」

美反華賠上科研力量
華裔科學家掀歸國潮

針對性調查起訴「趕客」去年逾1400人棄美工作

在中美關係近年持續緊張下，美國政府不斷進行針對在美華裔學者的調查和起訴，加上中國的科研地位日增

及學術發展環境理想，愈來愈多華裔科學家和工程師放棄美國頂級大學的終身職位，前往中國或其他地方，統

計顯示去年已有逾1,400名華裔科學家返回中國，這現象表明美國對這個推動創新的群體的吸引力正在減弱。

「數學界諾獎」得主投清華大學 嘆中國學生教授在美受猜疑

負責國家安全的美國助理司法部長奧
爾森今年2月曾承諾，在未來有關「中
國行動計劃」的調查和起訴中，會考慮
華裔科學家的關切。但不少華裔學者均
認為，這不足以解決許多學者感受到的
寒蟬效應。
奧爾森2月在一個會議上表示，「保

障研究機構的誠信和透明是一個關乎國
家安全的問題，不過確保我們能夠繼續
吸引世界各地最優秀、最卓越的研究人
員和學者來美國，也是一個關乎國家安
全的問題。」據曾參加該會議的普林斯
頓大學機械與航天工程教授琚詒光說，
今年上半年，一些在美國的華裔資深學
者與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進行了多次會
面，希望美方解決他們的關切。
琚詒光表示，學者們申訴稱，許多「中

國行動計劃」的案例，都是由於科學家們
錯誤填寫了旨在披露與中國研究關係的
複雜表格。為了回應學者們的申訴，白

宮科技政策辦公室發表聲明說，一直致
力使各政府機構的資訊披露要求標準
化，旨在提高透明度和增強信任。該機
構表示，「我們還計劃繼續與美國科研界
的不同利益相關者密切合作，以創造一
個開放、友好的研究環境。」然而密歇根
大學的林安之表示，這種程序上的變化
是積極的，但還不足以解決許多中國學
者感受到的寒蟬效應。 ◆綜合報道

美派「定心丸」安撫學者
未足以消除寒蟬效應憂慮

◆◆頓涅茨克民眾參頓涅茨克民眾參
與公投與公投。。 美聯社美聯社

◆◆特拉特拉斯斯（（左左））與拉皮德與拉皮德
談笑甚歡談笑甚歡。。 美聯社美聯社

◆美國數次起訴華裔科學家均敗訴，圖
為胡安明（中）去年接受審訊。網上圖片

◆◆愈來愈多華裔科學家和工程師放棄美國頂級大學愈來愈多華裔科學家和工程師放棄美國頂級大學
的終身職位的終身職位，，前往中國或其他地方前往中國或其他地方。。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