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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波士頓馬拉松爆炸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已經改變了一項重

要的安全措施：下令提高國際學生赴美的審查程序。美國國土安全部

會發佈這項政策指令，主要是一名哈薩克學生被指控幫助其中一名爆

炸嫌疑犯藏匿證據，而這名學生的學生簽證已經過期卻可以進入美

國。早在爆炸案發生的幾週前，麻色諸塞州大學達特茅斯分校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Dartmouth）已經終止該學生塔

薩雅柯夫（Azamat Tazhayakov）的國際學生簽證，雖然這項資料已

經進入聯邦政府的資料庫，但當時機場海關人員卻無法取得這項資

訊。 

有的學校對於資訊分享的改善，表示贊同與歡迎，並認為幾年前

就該做了，但也有教育人士認為，要在海關嚴格審查每一名國際學

生，多耗費幾個小時的時間，是否反應過度了。更重要的是，他們擔

心政府為了向大眾保證國家安全機制的確已有所改善，導致學生簽證

系統成了代罪羔羊。雖然爆炸案的兩名嫌犯都不是以學生簽證進入美

國，但有些政客和專家已經建議暫緩簽發學生簽證給來自高風險性國

家的學生。 

目前許多媒體關注的問題是，為什麼未參與籌劃爆炸案的塔薩雅

柯夫能在學生簽證被中止兩週後還能重新進入美國？但負責處理學

生簽證的學校行政人員多不表示意外。他們指出這是一直以來都存在

的問題。站在前線的海關人員雖然也屬於國土安全部，但他們無法進

入即時更新的電子學生簽證資料庫－－學生及交換學者資訊系統

（Student and Exchange Visitor Information System，簡稱

Sevis）。學生目前的身份狀態都可以從 Sevis 系統查得到，但除非海

關人員將入境學生轉給第二位海關人員進一步詢問，否則海關人員不

會知道學生的最新身份狀態，學生護照上的簽證就仍然可以使用。 

克拉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國際事務辦公室主任葛德納以

及其他學校的國際事務辦公室人員認為，會發生這樣的情況，並非大

學院校提供的資訊不足。自 Sevis 系統誕生以來，大學院校就必須負

責更新國際學生的記錄資料，包括學生何時搬家、新電話號碼或是轉

系等。每個學期開始，學校都必須向聯邦政府確認每一名國際學生是



 

否已註冊、成績是否良好以及學生的課業情況。葛德納的四人辦公室

裡，就有一個人全職專門負責向 Sevis 更新國際學生資料。 

不過，持非移民簽證進入美國的人口中，持學生或學者簽證的人

僅佔 4%。相較於商務或觀光旅客，美國就沒有一套類似的系統追蹤

這一類國際人士。辛辛那提大學（University of Cincinnati）國際

服務處主任庫新（Ronald B. Cushing）表示，「諷刺的是，其他簽證

都沒有像學生簽證監督得這麼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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