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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生赴陸轉歐美升學篇 
項次 資訊內容 資料來源 

1.  2024年1月，加拿大政府基於國家安全考量，停止資助與中國大陸有關

的加拿大研究人員，涉及的研究領域包括人工智慧、量子科學、機器人

學、生物技術、先進武器、太空與衛星技術以及人機整合，為保護先進

技術，加國政府公告了103所大學(85所來自中國、12所來自伊朗、6所

來自俄羅斯），認為這些大學與可能危害國防安全的實體有關係，並聲明

加拿大研究人員與前述大學合作進行研究，將不再有資格獲得聯邦資

金。 

中央社 

2024.1.17 

2.  2023年底，加拿大聯邦法院判決，支持移民部以「未來可能從事損害加

拿大利益的間諜活動」為理由，拒絕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籍畢業生的

簽證申請，儘管該生已獲滑鐵盧大學機械與機電一體化工程博士研究課

程錄取。美國之音報導表示，當前「中國干涉」越來越嚴重，此判決得

到許多加拿大民眾支持，加國智庫分析，如此加拿大對間諜行為的定義

與美國更一致(該生先前亦曾遭美國拒發學生簽證)，判決也將影響中加

兩國的科技合作。 

中央社 

2024.1.10 

3.  《彭博社》、《金融時報》報導，荷蘭政府正在制訂法律，將禁止中國大

陸學生修習半導體和國防等敏感技術的大學課程。這是歐盟國家在採行

開放政策數十年之後，將對中國大陸構成的安全和經濟威脅採取更嚴格

立場的最新措施。荷蘭教育部長迪克葛拉夫 (Robbert Dijkgraaf)表示，

正在調查是否要針對部分學術計畫，減少國際人士的參與。 

中央廣播電

臺 

2023.6.12 

4.  不少在中國大陸就讀大學的學生，都希望日後能透過學術水準測驗考試

(SAT)在美國升學進修，但有網民提醒，學生若日後打算參加SAT，在選

擇中國大陸大學志願時，需避免某些遭美國列入「實體清單」的大學。

據美國《福斯新聞》Fox News報導，一名18歲華裔學生的在SAT考試中

獲得1,590分(滿分1,600分)，卻仍然遭6所名校拒絕申請。 

Newtalk 

2023.6.9 

5.  瑞典教育機構英孚（EF）發布2022年English Proficiency Index，中國

大陸英語熟練度得分為全球第62名，歸類為低熟練度，排名較前兩年滑

落，原因和其年輕族群英語熟練度下滑有關。香港南華早報（SCMP）

指出，這和教育改革後英語教學時間減少、英語教學比重降低有關。報

導引述匿名受訪教授意見指出，大學課堂也不鼓勵使用英語原文書或翻

譯書，特別是在新聞和憲法研究等較為敏感學科。 

中央社 

2023.1.1 

6.  中美關係對立，加上新冠疫情因素，導致中國大陸赴美留學的人數持續 中時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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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根據統計，赴美中國大陸留學生人數，2015年占比超過4成，去

年僅剩2成5，同一時期印度成為在美留學生的最大來源國。值得注意的

是，美國原本是大陸學生出國接受高等教育的首選，但如今這一地位明

顯下降，美中對抗勢必延續，恐加速兩國的學術脫鉤。 

2022.10.20 

7.  環球網引述華爾街日報日前報導，據美國國務院數據，2022年前6個月，

美向陸方公民發放31055份F-1簽證（即學生簽證），低於2019年同期的

64261份。許多因素導致中國大陸學生去其他地方尋求高等教育。 

多位中國大陸學生提到，川普在2020年發布命令，禁止與軍事相關實體

有聯繫的中國大陸學生和研究人員進入美國。多名美國大學的管理人員

表示，此後即使是那些沒有明確軍事背景的陸方留學生也因簽證禁令導

致申請被拒，這讓一些中國大陸學生對美國的看法發生了變化。 

聯合新聞網 

2022.8.14 

8.  丹麥國際關係研究所（DIIS）研究員、「中國問題」專家佛斯比（Andreas 

B. Forsby）6月24日在《外交家》（The Diplomat）刊文指出，北歐4國

（丹麥、瑞典、芬蘭、挪威）五年前還積極與北京簽署「合作備忘錄」

（MOU）、歡迎由中國大陸主導創立的亞投行（AIIB），並樂見其在北極

地區的佈局。不過，隨著新疆「再教育營」問題、香港民主運動及華為

爭議爆發，北歐國家近年對中國的看法有了根本性轉變，雙邊關係也迅

速降至冰點。佛斯比指出，中國大陸已被北歐多國列為僅次於俄羅斯的

安全威脅，且對其持抱持高度謹慎和不信任的態度。瑞典官方報告更將

中國大陸描述為「企圖影響瑞典憲法權利、經濟繁榮、政治決策和領土

主權的國家」，並將其與俄羅斯、伊朗列為「敵對國家」（hostile states）。 

風傳媒 

2022.7.1 

9.  環球網報導，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近期澳洲邊境執法人

員數次針對中國大陸赴澳留學人員入境雪梨進行無端盤查，檢查手機及

個人物品，並將陸方大學組織軍訓認定為所謂的「軍事訓練」，以「隱瞞

軍事訓練經歷」為由拒絕入境，當場通知其簽證被取消並原路遣返。陸

方已向澳方提出嚴正交涉。 

聯合新聞網 

2022.3.30 

10.  中國大陸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的微信公眾號2日發布消息，指美方已在8

月啟動專項行動，強化對中國大陸赴美留學的理工科人員審查力度，重

點關注持有赴美學生簽證（F1簽證）的科學、技術、工程、數學類中國

大陸留學人員，要求赴美留學生注意安全風險。多名已獲得美國政府簽

發的合法簽證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在入境美國時遭美方人員滋擾、盤查，

部分留學人員甚至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拒絕入境遣返回國。同時，部分留

學人員離境回國時遭美執法人員盤查，被沒收個人電子設備事件仍有發

ETtoday 

2021.11.3 

中央社 

202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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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1.  據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網站消息，一名中國大陸留學生近日赴美留學時，

在美國休士頓機場入境被審查約50個小時後，最終被遣返回國，陸方並

未透露遣返的具體原因。另有三名中國大陸留學生在美國休斯頓機場入

境時遭美國海關檢查，因發現在他們手機內有大學時軍訓照片，被懷疑

有軍方背景，被認定可能「危害美國國家安全」遭遣返。 

聯合報 

2021.9.30 

12.  一名計畫跟隨妻子赴美的中國大陸人士表示，他僅僅是因為畢業於哈爾

濱工業大學，就遭美方拒簽。觀察者網報導，拜登就任美國總統後，對

中國大陸公民的簽證限制延續川普時期的路線，成百上千的中國大陸學

生被拒簽。有中國大陸學生表示，他們被問到在陸就讀的大學後，立刻

就收到了拒簽信。這些被認定是「敏感」的學校，包括「國防七子」及

北京郵電大學，這8所學校皆被美國商務部以所謂「保護美國國家安全」

為由列入「實體清單」。 

世界日報 

2021.9.16 

13.  第10043號總統公告是美國前總統川普於2020年5月底簽署的行政令，

旨在禁止「執行或支持」中國軍民融合項目的機構的中國學生獲得F簽證

（留學生簽證）或J簽證（交流訪問學者簽證）進入美國進行研究生以上

學位學習或科研。據喬治城大學安全和新興技術中心2021年2月出具的

報告預測，10043號令會阻攔20%以上的中國大陸學生入學，波及

3,000-5,000名到美國就讀研究生及以上學位的中國大陸學生。 

據報告估計，與「軍民融合」相關的實體很可能是美國商務部列出的包

括「國防七子」（中國大陸工業和信息化部直屬的七所高校，包括北京航

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西北

工業大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南京理工大學）在內的11所中國大學，

此外，曾經為「軍民融合」項目工作、或受陸方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資

助的中國大陸留學生也可能被禁止入境美國。同時，該報告指出，界定

「軍民融合」項目領域的標準很可能包括所有的STEM專業，但實質上

並沒有任何美國政府文件明確指出STEM專業（STEM由科學(Science)、

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和數學(Mathematics)首字母組成）

與「軍民聯合」的相關性。 

端傳媒 

2021.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