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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紐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在這段比較清閒的暑假期間發布

了任何新聞，可能是吹捧自己學校在新成立的上海校園的開課有多麼成功。

不過，本週因中國政府施壓，要求該校讓過去一年來在該校客座的中國維權

運動人士陳光誠離校，紐約大學對此指控得先做出回應。紐約大學發言人貝

克曼（John Beckman）強烈反駁上述指控，表示這些所謂的壓力都是不實的。

他指出，陳光誠本來就是短期客座，「聽到這些針對本校的不實指控，實在

很令人困擾和難過。」不過有鑒於這位中國人士的高知名度，紐約大學不應

該對外界揣測感到如此驚訝。 

紐約州立大學阿爾巴尼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海外教育研究團隊（Cross-Border Education Research Team）主任藍恩（Jason 

E. Lane）認為，「常聽說海外分校對像中國這樣會限制學術自由的國家會有

所恐懼。因此一發生像陳光誠這樣的情況，學校就得準備回答外界的各種疑

問。」紐約大學這類的美國大學院校，與中國及其他限制學術及政治言論自

由的國家交流越多、越深入，就越容易面臨所謂的「外交挑戰」（diplomatic 

challenges）。以陳光誠的例子來看，美國及中國高等教育的結合也可以變

得很複雜。 

近年來美、中之間的高等教育交流無疑地已穩固許多，中國在文化大革

命之後現又對外開放，美國學校也急於締結國際合作夥伴關係，因此雙方促

成了學術交流以及雙學位計畫、共同進行研究，美國學生到中國留學，美國

學校也招募更多的中國學生赴美就讀。但這樣的合作關係有時也會引起爭

議。中國經常得對外否認拒絕批評中國政府的美國學者入境或將他們驅逐出

境；或者取消討論敏感議題的國際研討會。 

包括紐約大學在內的大學院校行政主管表示，他們前往中國時皆已明確

保證會保護學術研究自由。紐約大學上海分校副校長李門（Jeffrey S. 

Lehman）於電子郵件中表示，「我們的中國夥伴邀請紐約大學前來上海時，

完全了解學術自由的真諦以及對社區的責任。」不過部分評論家認為這些行



 

政主管太過天真，才會相信可以受到這些保障。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前任會長尼爾森（Cary Nelson）

指出，任何一所在中國運作的國外大學，隨時得接受中國政府的控制和監督。 

現為美國眾議員也是眾議院外交人權委員會主委的史密斯（Chris Smith）

表示，他可能會舉辦聽證會了解這件事情的始末。他指出，紐約大學並非唯

一一所向北京卑躬屈膝的美國大學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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