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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3月，康大酒店管理學院通過一項
提案，計劃與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合作開展雙
學位工商管理碩士（MBA）項目。然而，
自今年2月起，隨着美國政府和媒體變本加
厲地炒作涉疆謠言，部分康大教職員工和學
生開始跟風攻擊中國，並對上述合作項目表
示 「擔憂」 。

3月29日，康大學生議會通過決議，要
求校方不再考慮該項目，並對現存其他國際
合作項目展開審查；還要組建委員會，專門
負責監視康大與中國的學術合作。4月7日，
康大教職工議會通過反對該項目的決議，要
求校方意識到 「與反民主勢力為伍的危險
性」 ，並立即修訂國際雙學位課程審查和批
准程序。目前，兩份決議均處於 「等待交付
校長」 階段。雖然決議本身並無強制效力，
但校方須在30天內進行正式回應。

涉疆謠言成導火索
大公報記者查閱康大學生議會決議發

現，決議中羅列的 「北大迫害學生」 ，以及
「中國在新疆展開種族滅絕」 等所謂 「證
據」 ，全部來自《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
報》等美國媒體，以及 「人權觀察」 等受華
府操控的組織。多名北大本科畢業的留學生
憤怒地表示，康大學生議會引用了故意抹黑
北大的報道。例如，北大2013年決定不再
為夏業良副教授續約，原因是其教學水平不
達標、學生反響差，但《紐時》卻污衊北大
「打壓學術自由」 。

教授存對華偏見
康大教職工議會的辯論，亦存在嚴重對

華偏見。反對與北大合作的教授聲稱： 「我
們無法容忍種族滅絕。」 支持合作的一方，
也有一些人相信涉疆謠言，並聲稱合作是為
了 「更多地參與新疆事務」 。有專家表示，

西方在新疆問題上對中國的指控，本身就極
具誤導性。

大公報記者昨日就此事向康大提出查
詢，但未獲校方回應。就讀於康大的中國留
學生表示，很多反對與北大進行學術合作的
人，對於中國的 「了解」 全部來自美國政客
和媒體的反華宣傳；另一些人，包括提出決
議的始作俑者，則是有意跟從美國政治風
向，為自己謀取政治利益。就讀於聖路易斯
華盛頓大學的中國研究生表示，康奈爾大學
作為一所世界頂尖的學府，不應該根據隻言
片語就對新疆事務妄下定論，康大和北大合
作是一個雙贏機會。

CSSA日前發起網上請願，要求康大不
要因為政治因素和無根據的人權指控，拒絕
與中國開展互惠互利合作。CSSA呼籲校方
不要只依賴美國政治宣傳認識中國，應進行
獨立自主的研究調查，並多聽一聽對中國有
切實了解人士的看法；在考慮合作項目時，
應純粹從學術角度出發，而不是被政治因素
左右。

拒合作自斷財路
值得注意的是，與學生議會以壓倒性優

勢通過決議不同，教職工議會表決時分歧明
顯，共有39票贊成決議、16票反對、20票
棄權，另有51人未參與投票。有分析指，教
職工更能體會到中國學生對學校財政及研究
能力的影響。康大與北大的合作項目，預計
首年就能為康大帶來46.9萬美元（約366萬
港元）的收入，往後還會逐年增長。

近年華府頻頻打壓中美學術交流，已引
起很多美國高校和教育工作者擔憂，並呼籲
華府不要讓學術淪為政治的犧牲品。上海紐
約大學常務副校長萊曼日前表示，美國政府
近年指控多名中國學生和學者 「竊取知識產
權」 ，但迄今並無確鑿證據。

美國政府和媒體近年不斷炮製和炒作涉華假新聞，包括近期鬧得沸
沸揚揚的 「新疆人權問題」 謠言，這股政治化歪風吹進美國教育和學術
界，常春藤盟校康奈爾大學教職工議會和學生議會日前分別通過決議，
以 「北京大學迫害學生」 和 「中國侵犯新疆人權」 為藉口，要求康大叫
停與北大的合作項目。中國學生紛紛表示，對祖國無端遭抹黑感到憤
怒。康大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CSSA）已發起請願，呼籲校方不要因
政治因素中斷學術合作。

中國校友請願：勿因政治損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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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國會山報》報
道：當地時間14日，美國五大情報部門負責人共同出席參議院情
報委員會舉辦的 「全球威脅」 公開聽證會。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
恩斯、聯邦調查局（FBI）局長雷等人藉機炒作 「中國威脅論」 。

美國情報官員14日的發言，與華府13日發表的年度威脅評估
報告一脈相承，都在渲染 「中國威脅」 。海恩斯將中國形容為美
國情報機構 「空前的優先事項」 。雷表示，中國對美國的經濟安
全和民主價值觀構成嚴重威脅，且對美國企業、學術機構等施加
「深入、廣泛、持久」 的影響；FBI目前已有超過2000項與中國有
關的調查，每10小時就會增加一項。中央情報局（CIA）局長伯恩
斯和國防情報局（DIA）局長貝瑞爾，則強調中國在5G網絡、人
工智能（AI）等科技領域對美國構成 「威脅」 。

13日的報告聲稱，中國未來10年會將核武庫規模擴大至少一
倍。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回應指，美國不斷渲染各種
版本的 「中國軍事威脅論」 ，十分無聊，完全是別有用心，中國
堅決反對。

14日聽證會召開之際，美國參議院正在審議一項 「戰略競爭
法案」 ，內容包括讓總統拜登動用一切工具對抗中國。法案亦提
到美國高校等學術機構，要求它們加強對 「中國施加的不當影
響」 的警惕性，並配合政府反對中國的 「滲透」 政策。

刁難中國留學人員
美國政府污衊中國在美留學人員 「盜竊知識

產權」和 「從事間諜活動」，多名學者被無端指
控 「隱瞞軍人身份」和 「簽證欺詐」，甚至遭到
拘捕。有留學生披露，自己在美國機場遭數小時
盤查，個人電子設備也被強行沒收。

限制學生簽證
2020年4月至9月，美國向中國內地學生簽發

的F-1學生簽證數量，較2019年同期驟減99%。
2020年5月底，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總統
令，禁止 「與軍方有關」的中國學生和訪問學者
入境，超過1000人的簽證因此被撤銷。去年底，
美國司法部聲稱，另外1000多名中國研究人員
「逃離」美國。

關閉孔子學院
自2014年以來，全美至少55所高校和中小學

關閉或計劃關閉校園內的孔子學院。特朗普政府
污衊孔子學院是 「中國政府的宣傳工具」，並於
去年揚言要關閉美國境內所有孔子學院。

來源：大公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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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大學生
「很多支持這一提案的人並

不了解中國，僅僅根據西方媒體
和政府的政治宣傳就認定中國存
在人權問題……實際是在為自身
謀取政治利益。」

「我們不接受出於政治原
因，為了製造對立與矛盾而炮製
出來的冤假錯案。」

康大傳播學教授袁郁
「西方在新疆議題上對中國

的指控極具誤導性。」

北大畢業生
「康大學生議會列舉的所謂

『北大黑歷史』，存在大量歪曲
事實和故意抹黑言論，我們對此
感到憤慨。」

其他在美留學生
「政治不應該過度摻雜和干

預學術界。康大作為世界知名學
府，更不應該根據隻言片語就對
中國新疆事務妄下定論。」

美國網友Peter m herfold
「兩家世界一流的酒店管理

院校停止合作有什麼好處？教育
和盲目抵制本就是一對反義
詞。」

康大招致多方批評

來源：大公報整理

炒作涉疆謊言 美高校威脅斷合作

大公報記者 公孫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