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政府盯緊各大學對外合作關係 

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 

史丹佛大學日前收到美國教育部針對接受外國捐贈和簽約案並

接受調查的一所學校。此事起因一名自中國來訪的中國研究員在簽證

申請中隱瞞其個人與中國軍方關係而被捕引起。史丹佛校長馬克·泰

西耶·拉維涅於 8 月中旬發收到該通知，這份長達 9 頁的文件提到了

史丹佛大學與中國的眾多聯繫，從北京大學的聯合研究中心到孔子學

院。  

這個教育部信函的主要訴求為:調查針對過去十年中大學與所有

接受國外捐贈和簽約案、取得所有來訪中國研究人員、學者的最新聯

繫資訊以及以及來訪學者與中國政府或軍隊之間的關係及資訊，政府

(而非大學)會在簽證的篩選過程扮演重要角色。 

政府對美國大學在海外，特別是在中國的關係的審查日趨嚴格。

最近幾週，聯邦政府己結束與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富爾布箂特交流計劃、

禁止中國外交官未經美國政府許可而拜訪大學校園，並界定華盛頓特

區的孔子學院美國中心是中國的“駐外使團”。大學校長們同意政府

的考量，他們也想與聯邦機構合作解決這些問題。但是，隨著 11 月

美國總統大選逼近，這可能會在未來幾年內有不樂觀的結果。 

高等教育對大學與國關係的警惕並不新奇。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

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一直對外國政府，尤其是北京政府，

發出警告。在川普政府初期，白宮對中國研究生簽證設限了。美國國

會已同意主辦孔子學院的大學不得獲得國防部的經費支助。 

高等教育協會支持去年獲得國會批准的立法，以便在聯邦政府內

部建立跨部門工作組，以求更佳地協調資訊並配合政府行動，對抗外

國在研究中的影響。但是一年之後，教育工作者抱怨說他們看不到政

府與教育組織有什麼協調的跡象。 

政府與學術界之間的某些緊張關係還是源於基本的文化差異。在

國家安全及企業中，資訊是獨特且隱密的，而高等教育則是建立在知

識共享上的，兩者是不同的。高等教育協會針對教育部對史丹佛大學

和其他機構的調查提出質疑，此舉有可能疏遠美國校園中來自中國的



 

 

最大的國際學生群體。 

教育專家們表示，與中國的學術和研究聯繫是重要的。隨著中國

大學和實驗室質量的蓬勃發展，中美之間的研究關係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更緊密，更互惠互利。中國在某些領域，尤其在科學領域是非常重

要的大國。他們憂心倘中美關係的惡化，可能會使美國研究人員與重

要的合作領域的關係脫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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