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國柏林工業大學生因支持香港學生會而受中方生命威脅 

 

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 

 

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學生自治委員會（AStA）聲明支持香港大學

生們 – 之後不久即收到充滿仇恨的信以及謀殺的威脅，明顯地源自

中國。 

當德國柏林工業大學（簡稱 TU）學生自治委員會 AStA 在上週

表示支持香港理工大學的學生時，學生代表們並未料到會導致什麼結

果。他們在發表的意見中批評之前被警方重重包圍的校園內已經使用

嚴重的暴力，並且採用真槍實彈對抗學生。而大學生們也對警方射箭

以及汽油彈反擊。該 AStA 在其會務網站上表示：「嘗試逃跑的學生

們被以催淚彈和橡膠子彈攻擊和壓制…此舉為對於學生自治管理自

由上的嚴重侵犯。我們要求立刻結束動用警察權以及警察的立即撤

退！」 

AStA 在針對所有 TU 學生的一封郵件中號召每個人「參與解放

性的聲援活動」。此呼籲獲得許多例如香港與中國大陸大學生的支持 

– 但同時也獲得許多反對的聲音，例如在臉書上大約有 5千多個貼文

表示香港大學生們為犯罪暴徒。而這還是輕微的部分，某些臉書使用

者還貼出在香港被損壞的櫥窗照片，並將此與納粹黨員與黨衛隊襲擊

德國全境猶太人的事件作為比喻。 

 

反猶太貼文和生命的威脅 

 

在類似反猶太人模式的貼文越來越多，並且在 AStA收到包含生

命威脅的信文後，AStA發言人對德國每日鏡報（Tagesspiegel）表示

已經與校方領導層取得聯絡。基於安全理由，該發言人請此報刊切勿

公開刊登他的姓名，他表示：「在我們收到的郵件內容中表示，我們

將會活活得被燒死。」 

發言人再度說明：「像這樣的一波波仇恨浪潮從來也沒有達到過

效果」 – 即使在前土耳其總理 Binali Yıldırım的要求下。「我們定期

針對民主的學生運動表示意見」，發言人說。「我們不會改變作法。」 

 

 



 

TU中國學生會要求道歉 

 

TU 中國學生會是個登記有案的協會，同時為在 TU 內也獲得註

冊的社團；它要求 AStA提出道歉以及收回他們所發表的看法。他們

在一個網路上的公開聲明中表示，AStA 的言論對於所有學生並「不

具代表性」，「特別是針對中國學生而言」 – 即使明明有許多中國大

陸學生和香港的民主運動人士作出聲援。在聲明中他們表示 AstA嚴

重地傷害了「中國國家的統一」，並且他們「不會與 AStA 進行任何

討論。」 

AStA 發言人表示，該學生會的代表曾經拜訪他們的辦公室，然

而似乎因為 AStA 的立場而漸漸停擺了。發言人表示：「我知道他們

大師曾經打電話給我們柏林工業大學的校長。」 

一位 TU的女性發言人對於記者的發問不置可否，只說明與中國

大使館有一些「基本的聯繫」，而且「談話的內容是機密」。此發言人

並鄭重表示，對於 TU 而言，「在我們的法令基礎上，不論是我們單

位或是 AStA的事務均將不容許外力的介入，這點非常的清楚」。「因

此社會團體當然可以與我們聯繫。如果他們有著正當的願望，我們也

能進行交談與對話。」 

隸屬於自由民主黨（FDP）的 Gyde Jensen女士對德國每日鏡報

表示，她對於 AstA的情況能夠部分理解，因為她在國會裏也體驗過

類似的案例。Jensen女士為德國國會內的「人權事務委員會」主席，

在一個全體集會中，德國國會議員們針對新疆省維吾爾人受到鎮壓進

行辯論，「我們收到了來自中國大使館的嚴重威嚇和惡劣通訊」，她說

明道。「中國當局對於柏林工業大學學生自治委員會的反應更是明顯

地顯示，思想自由對他們而言是個陌生的詞句。」 

 

「這是種身體力行的學術自由」 

 

Jensen 女士贊同 AStA 表態。「這能彰顯學術自由。正當中華人

民共和國將香港的權利踩在腳下時，我們正應該對中國大使館和中國

清楚地表態。」她認為，德國不能容許中國的國家領袖介入德國學生

代表的事務。她表示「這樣一個行為是不能被接受的。…AstA 的成

員竟然因為聲援香港理工大學的學生而受到威脅，實在令人太驚訝

了。」 



 

德國綠黨的專責高等教育的國會議員 Kai Gehring對此事件提出

看法：「思想自由、集會自由、學術自由與大學自治在我們的法治國

家中獲得保障…任何的脅迫與介入嘗試均是不允許的」。他認為，這

正是學生自治會的固有任務，必須對於學術政策上的問題提出看法，

並申張普世人權。「有鑑於傳自香港令人震驚的圖像， AstA 對於香

港理工大學學生們的聲援絕對是正確的。對此，中國政府在此沒有插

手干涉的餘地，不論是大使館或是透過其他管道。」 

 

固定性恐嚇 

 

類似的恫嚇嘗試已經經常性地發生，2019 年 9 月，德國聯邦政

府確認：中國政府於今年在德國境內嘗試著反對來自香港的民運人士

進行抗議活動，德國政府並且說明：「我們知道有關此類的干涉嘗試。」 

此外，與中國夥伴合作的學者和德國大學們總是常常受到壓力，

例如在威瑪包浩斯大學（Bauhaus University, Weimar）頒發人權獎給

正受到牢獄之災的維吾爾族教授 Ilham Tohti。 

根據美國「The Atlantic（大西洋）」 雜誌資料顯示，中國共產黨

設法在德國的大學中發揮影響力。例如其前大使史明德在今年初於春

節慶祝會中對TU點名，表示該大學不應令「習近平主席急切的期許」

失望。德國聯邦研究部在針對綠黨的詢問時說明原因：「德國聯邦政

府知悉中國當局試圖對針對中國主題進行研究的中國學生或學者，以

及德國的研究學者們，進行干預與影響。」 

 

TU的將來作法未明 

 

目前 TU 針對未來的作法仍不明朗，AstA 將在未來幾天內作出

決定。一個在柏林生活的香港團體邀請各方參與公同的討論 – 不僅

AstA，在 TU的留學中國學生們也受到邀請，然而這些學生們，一如

中國大使館，均未對於上述邀請作出回應。 

TU目前沒有任何與香港的交換計畫 – 然而另外兩所大學：洪堡

大學（簡稱 HU）或自由大學（簡稱 FU）則有合作案件。HU發言人

表示：「目前沒有洪堡大學的同仁在香港務公，我們也積極勸告本學

期欲與香港地區的大學進行交流的學生們，儘量改變計畫，並提供其

他的交流選項給他們作參考。」在系所層面上據稱曾有兩位學生身在



 

香港，然而日前據傳也已離境。該 HU 發言人已書面表示：「洪堡大

學對於香港的情形不表示任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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