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方批美防長「煽動對抗搞亂亞太」
香格里拉對話會獅城開幕 美方聲稱中國威脅迫在眉睫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馬靜、凱雷、新華社及聯合早報報道，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第22屆香格里

拉對話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副校長兼教育長胡鋼鋒少將5月31日下午在一場專題會議上，

不點名批評美國國防部長在當天上午發表涉及中國的內容「根本就是挑起事端，製造分裂，煽動對

抗，搞亂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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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6月1日出版的
第11期《求是》雜誌將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重要文章《加
快建設教育強國》。文章指出，建設具有全球
影響力的重要教育中心。積極參與全球教育治
理，為推動全球教育事業發展貢獻更多中國力
量。
文章強調，教育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之

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把教育作為國
之大計、黨之大計，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

作出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加快教育現代化
的重大決策，確立到2035年建成教育強國的奮
鬥目標，推動新時代教育事業取得歷史性成
就、發生格局性變化。
文章指出，建設教育強國是一項複雜的系統

工程，要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屬性、人民屬
性、戰略屬性，正確處理支撐國家戰略和滿足
民生需求的關係、知識學習和全面發展的關
係、培養人才和滿足社會需要的關係、規範有
序和激發活力的關係、扎根中國大地和借鑒國

際經驗的關係。

推動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環
文章指出，如期建成教育強國，任務艱

巨、時不我待。第一，堅定不移落實好立德
樹人根本任務。第二，強化教育對科技和人
才的支撐作用。堅持推動教育科技人才良性
循環，統籌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
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一體推進教育發
展、科技創新、人才培養。以科技發展、國

家戰略需求為牽引，完善高校學科設置調整
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優化高等教育布局，
培育壯大國家戰略人才力量。第三，提升教育
公共服務質量和水平。第四，培養造就新時代
高水平教師隊伍。第五，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
的重要教育中心。深入推動教育對外開放，統
籌「引進來」和「走出去」，不斷提升教育
國際影響力、競爭力和話語權。積極參與全
球教育治理，為推動全球教育事業發展貢獻
更多中國力量。

《求是》發表習近平重要文章：建具全球影響力的重要教育中心

在 2025 年哈佛大學畢

業典禮上，來自中國青

島的女孩蔣雨融身披中國傳統服飾作為學

生代表發表了演講，她以《守護我們的人

性》為主題，呼籲在充滿分歧、衝突和恐

懼的當下，仍要通過傾聽與合作尋求共同

信念、保持珍貴的同理心與善意。這是哈

佛近400年校史中首位站上畢業講台的中國

女生，溫柔而堅定的中國聲音刺破政治操

弄的烏雲直擊人心，不僅受到現場認同嘉

許，更在全球輿論場引發熱議與強烈共

鳴。

美高校遭遇「學術清洗」風暴
作為美國頂尖學府，哈佛大學擁有千餘名

中國學生，是其最大的國際學生群體，成為

中美人文交流的生動縮影。同時，哈佛長期

秉持多元包容的理念，一直是全球跨文化交

流中心。正如蔣雨融演講中提到，她在肯尼

迪學院與來自32個不同國家的77位同學相

遇，使她對這些國家有了更真實的了解。然

而如今，這座象牙塔正受到特朗普政府的

「學術清洗」風暴的侵襲：凍結 30 億美元

聯邦撥款、暫停國際學生簽證面談、要求社

交媒體審查、終止聯邦合同……每一次打壓

都引發輿論嘩然。

特朗普對美國高校的打壓行動不限於哈

佛。早在今年3月份，哥倫比亞大學、喬治

城大學、布朗大學、塔夫茨大學就先後有

外籍學者和學生因參加抗議活動被拘押或

驅逐出境；5 月 27 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

悍然要求美國在全球的使領館立即暫停接

受新的學生簽證面簽預約；翌日，魯比奧

更強硬宣稱，美國國務院將與國土安全部

合作，「強勢吊銷（aggressively revoke）中

國學生的簽證」。這一系列操作，已不僅

是針對幾所大學的打壓，更像是一場蓄意

發動的「去全球化」宣言，妄圖將正常的

學術交流活動「國家安全化」，試圖將美

國高等教育推向保守主義的「文化鐵幕」

之下。

多年來，教育文化一直是全球民間交流的

支柱，對國際關係起着不可替代的穩定、促

進作用。朝氣蓬勃的學子們互往互來，有助

於實地認識他國的國情與發展，增進跨文化

的人心溝通與理解。如今，短視偏執的美國

政客揮刀自戕，企圖令哈佛的鐘聲不再為世

界而鳴，不僅會導致自身人才、經濟和文化

影響力的多重流失，更是與多元包容的現代

文明背道而馳。

「那些被我們貼上敵人標籤的人，他們也

是人。看到他們的人性，我們也找到自己的

人性。我們的崛起不在於證明對方錯了，而

在於彼此不棄」。哈佛畢業季上的中國聲音

振聾發聵，她告訴美國政客，真正的強國從

不是靠封閉和排外鑄就的，開放、交流、尊

重、互鑒才是正途和王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哈佛畢業季的中國聲音刺破政治操弄烏雲
文匯觀察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5月30日引述美國政府內部
電報報道，美國國務院已命令其所有駐外領事機構，開
始對以任何目的前往哈佛大學的簽證申請人進行額外審
查。
在這份發送給所有美國外交和領事機構的電報中，國
務卿魯比奧指示，立即開始「對所有以任何目的前往哈
佛的非移民簽證申請人，進行額外審查」。電報指出，
此類申請人包括但不限於潛在學生、學生、教職員、僱
員、承包商、客座演講者和遊客。

要求公開私密社媒賬戶
電報稱，哈佛未能維持「一個沒有暴力和反猶太主義
的校園環境」，加強審查措施旨在幫助領事官員識別
「有反猶太騷擾和暴力歷史」的簽證申請人下，還指示
領事官員，若申請人的社媒賬戶屬私密，則應考慮質疑
其可信度，並要求申請人將其賬戶設置為公開。
雖然美國此前曾要求對來自特定國家的簽證申請人進行
額外審查，但對哈佛相關申請人實施此類程序，是前所未
有地利用簽證程序，針對一所與政府關係惡化的大學。
美國總統特朗普對記者表示，美國仍然歡迎國際學
生，只是不歡迎製造麻煩的學生。他再次譴責哈佛濫用
政府資金，並相信政府最終將會贏得與哈佛的訴訟。對
於其政府早前曾揚言，在對美國高等教育界最新一波行
動中，將特別鎖定中國留學生的簽證許可。特朗普稱想
向中國留美學生保證，他們「不會有事」，「我們只是
想審查個別學生，所有大學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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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5年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中國女
孩蔣雨融以《守護我們的人性》為主題發
表了演講。 視頻截圖

由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主辦的香格里拉對話會創立
於2002年，因其每年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舉

行而得名。第22屆香格里拉對話會5月30日晚在新加
坡開幕，來自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政要、防務官員和
專家學者共550餘人參會。

「不接受對中方的無端指責」
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5月31日上午在第22屆香格
里拉對話上首次闡述美國在特朗普總統上任後的印太地
區安全戰略，他在逾30分鐘的演講中花了大量篇幅談
論中國對區域國家造成的威脅。赫格塞思在演說中稱，
印太地區是美國的「優先關注區域」，中國「明顯且可
信地準備動用武力改變印太地區勢力平衡」。他在講話
中還提到「中國構成的威脅真實存在，且可能迫在眉
睫」。
胡鋼鋒於5月31日下午在「亞太地區的海上安全合
作」專題會議上發表講話，他在開場白中即針對赫格塞
思的演講作出回應，「我們不接受對中方的無端指責，
有的內容無中生有，有的顛倒黑白，有的賊喊抓賊，根
本就是挑起事端，製造分裂，煽動對抗，搞亂亞太，這
違反潮流，不得人心，也不可能得逞。」
胡鋼鋒表示， 「我們同處一個亞太，同一條大船上
安危與共，都有各自不同的國情，必需求同存異，已然
在21世紀的文明時代應當對話協商。東帝汶奧爾塔總
統今天上午在第三次全體大會講得很好，沒有仇恨，沒
有憤怒，合作才能讓世界變得美好。」

歐洲國家對美信任正在減弱
他接着指出，舉辦香會的初衷，是為了研究問題，不
是製造問題，是為了減小分歧，不是擴大分歧，應當坦
誠交流，增信釋疑。
就在香格里拉對話會現場，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旗下的
新媒體賬號「玉淵譚天」記者追問赫格塞思「為何近期
發言總關聯中國」，赫格塞思做出「我們想確保我們為
任何的可能性做好準備」的不知所云且意味深長的回
答。玉淵譚天指出，美方此前表示參加香會目的就是想
向亞太盟友證明「美國比中國更值得信賴」，但作為一
個域外國家，美國來到亞洲，針對一個亞洲國家「做準
備」，表面上是提供「信任」，這樣的「準備」到底是
提供信賴還是干擾？
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參會專家達巍接
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赫格塞思此次演講的核心意圖是傳
遞「美國是一個印太國家，我們重視這個地區」這一信
息，但問題在於這樣的信號，可信度到底有多高，其實

是個「大問號」。達巍指出，從美國在全球的行為、地
區國家對美信任度以及對華關係的複雜性來看，美國釋
放的信號可信度存疑。「如果美國聲稱尊重鄰國，那它
又是如何對待加拿大、巴拿馬以及歐洲國家的？一邊加
徵關稅打壓經濟，一邊又要求這些國家在安全上配合自
己對抗中國，這樣的合作基礎真的可靠嗎？」同樣，美
國聲稱印太地區是美國「優先關注的區域」沒有實質內
容。對於赫格塞思稱「亞太國家應該像歐洲國家那樣信
任、支持美國」，達巍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實情況
是，歐洲國家對美國的信任正在減弱，而非增強。」他
表示，赫格塞思或許更應該認真聽聽歐洲盟友對美國的
真實看法。

美單方面對抗中國已力不從心
軍事專家宋忠平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指出，赫格塞

思大張旗鼓地渲染「中國威脅」實則是為了將此變成
「威脅中國」來做鋪墊，鼓吹和忽悠其他國家一起「威
脅中國」「對付中國」。赫格塞思提到三種所謂針對中
國的「解決方案」，一是加強前沿部署，二是武裝盟
友，三是增強國防能力，這三種方式其實說白了就是忽
悠盟友國家去「花錢」去「自我武裝」，絲毫看不到美
國幫助他們做什麼的實質內容。 赫格塞思再次發布陳
詞濫調，提到要把美國軍費佔比提高到GDP的5%，這
也是特朗普的老調重彈，目的就是要讓這些盟國依賴美
國，尤其是在國防工業上依賴美國，這種炒作、威脅和
老調重彈其實沒有本質的新意。「但從美國防長的講話
中明顯感受到的是，美國如果要單方面對抗中國，已經
是力不從心。」

「如果美國的聯盟和東盟之
間產生分歧或爭端，你選擇哪

一邊？」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思5月31日在
「香會」作大會發言後，中國軍事專家張弛
在現場提問環節向其提問。
第22屆香格里拉對話會當天在新加坡舉
行。在首場全體會議上，赫格塞思在發言中
將中國稱作地區安全的「威脅」，並以此為
由強調美國要加強在亞太地區的存在，強調
美國在區域內主導的聯盟和夥伴關係，勸說
亞太國家增加國防開支。
對於美方的主張，一些與會代表表達了疑
慮。例如在現場提問環節中，一位來自印尼
的代表問，美方將加快武器系統運送、部署
到亞太地區的速度，如何確保這種運送及部
署以可靠的方式進行，避免將亞太地區變成
一片「試驗場地」？
張弛在現場提問時稱，美國防長雖然提到

盟友和夥伴的重要性，但是美國近年來在本
地區建立的多邊聯盟和框架中，例如美日澳
印四邊機制、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等，
都沒有包含東盟國家。「如果美國的聯盟和
東盟之間產生分歧或爭端，你選擇哪一邊？
你是否支持東盟的中心地位？如果是，你又
如何能夠通過上述方式來確保東盟的中心地
位？」
對此，赫格塞思在回答中並沒有提及如何
看待東盟在本地區的地位和作用，而是表示
美國願與各方開展合作，無論其是否在上述
聯盟或框架內。
此間與會專家指出，美防長顧左右而言
他，只是泛泛而談，並沒有闡述美國對東盟
的政策。這實際已說明美國並不支持東盟的
中心地位，也沒有把東盟當作平等的夥伴看
待。

●中新社

面對中國專家「靈魂拷問」
美防長顧左右而言他

●5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副校長兼教育長
胡鋼鋒少將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第22屆香格里拉對話會
專題會議。 法新社

●第22屆香格里拉對話會5月30日晚在新加坡開幕，來自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政要、防務官員和
專家學者共550餘人參會。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