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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文化 
 

 疫情和各國對中國大陸留學生的限制，影響許多陸生留學規劃。為解決陸

生出國留學受阻問題，中共教育部允許境內中外合辦大學擴招，以提供準

留學生在陸就讀機會。 

 近期中國大陸洪災影響相關農業收成，中共當局下令制止食物浪費，各地

發起「光盤行動」，正逐漸影響陸餐飲業文化。 

 中共調整外媒駐陸記者之管理政策，透過暫停核發記者證、以調查為名驅

趕外媒駐陸記者，恐影響外界獲取中國大陸內部真實資訊之管道。 

 

一、 高層文化 

(一）美國近年限縮中國大陸人民赴美留學，2020年受疫情及擔憂陸生

竊取科技技術影響，其他國家亦開始對陸生採取限制措施 

美國前於2018年6月，已針對赴美攻讀機器人、航空和先進製造領域等學科的

中國大陸留學生，縮短其簽證效期為1年（其餘中國留學生的簽證有效期一般為5年）。2020年5月

29日美國宣布，6月1日起禁止與中國大陸解放軍有關的陸生入境，所持理由為防

止美國科技技術、智慧財產遭到中國大陸竊取。根據美國國際教育協會（IIE）發布

的「2019美國門戶開放報告」， 2018至2019學年，中國大陸赴美留學人數近37萬

人，占各國留美學生總數之33.7％，仍居首位。但據陸媒報導，留美陸生人數僅比

上年增長6,000人．是近10年最少的1年，僅有最高峰時的1/7，連續下降了6年（光明

日報，2020.9.18）。 

因國際疫情嚴峻，澳洲政府於2020年2月曾宣布停止發給陸生留學簽證、韓國

教育部亦曾建議留韓陸生先行休學，但相關限制多屬階段性防疫措施。惟繼美國

今年6月禁止與解放軍有關的陸生入境後，英國、日本亦表示為防技術、資訊、智

財權被竊，將對中國大陸留學生採取限制措施（蘋果日報，2020.10.4；中央社，2020.10.5）。 

(二）中國大陸教育部針對疫情期間「出國留學難」提出解決之道，但

中斷國外學業欲返陸就學者，仍缺乏銜接機制 

2020年9月16日，中共教育部表示因受疫情影響，各國入境、簽證、航班等政

策限制，部分中國大陸學生的留學計畫被迫改變、延遲甚至取消，爰允許各大學

透過與境外大學的校際交換生協議，接收準留學生在陸「借讀」，及增加中外合辦

大學的招生名額，以招收此類學生在陸就讀等方式，為這些學生提供在陸求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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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參與此次招生者包括北京、浙江、廣東等19個省市約90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

和項目。 

根據中共教育部的說明，此種中外合辦大學擴招政策的適用對象，是已持有

境外大學錄取通知書、原計劃於2020年秋季學期攻讀境外大學學士班或研究所的

陸生，並強調此次擴大合作辦學招生不納入中國大陸統一招生計畫，不佔用各大

學原有招生指標，對其它各類招生不產生影響。然而，這類學生畢業後僅能取得

國外大學的學位證書，與目前中外合辦大學畢業時，可併獲中共教育部及國外大

學所頒發證書的現行制度不同（旺報，2020.9.22）。 

中外合作辦學的計劃外擴招，可給放棄海外留學的陸生提供多一條選擇，但

對於中斷海外學業想返陸求學的學生來說，似缺乏銜接機制（北京商報，2020.9.17）。在

2020年5月的中國大陸兩會期間，針對此一問題，有政協委員建議可啓用插班生考

試政策，通過考試的學生可以進入國內普通高校就讀，或是建立國外大學學業成

績轉換機制，按照國際通用規則，把在國外已經完成的學分部分認可，納入轉入

學校的學分當中。但部分學者認為，轉學方式有可能成為一些投機者逃避高考制

度的手段；也有學者提出，海外轉學所涉及的不只是招生、接收，還涉及課程體

系、培養、評價等各個方面，這是中國大陸高等教育的一個較深層次問題（21世紀經

濟報導，2020.9.15）。 

鑒於中美關係因疫情、香港問題持續緊張，未來美國仍有擴大對中國大陸留

學生限制的可能，另因許多歐美國家以國安疑慮為由，禁止或限制使用陸企華為

5G 設備，是否將進一步延伸為對中國大陸留學生的限制，導致更多原欲出國留學

的陸生被迫留在中國大陸完成學業，仍須持續觀察。 

二、 通俗文化 

(一）近期中國大陸洪災影響相關農業收成，中共當局下令制止

食物浪費，各地發起「光盤行動」，正逐漸影響餐飲業文化 

近期中國大陸連續遭遇疫情、洪災、蝗災，衝擊糧食生產及運送，然而每天

仍有數以萬噸計的食物被丟棄，中國大陸領導人習近平下令制止食物浪費，中國

大陸各地陸續重啟2013年所發起「光盤行動」，餐廳最近就限制點餐數量，並鼓

勵民眾打包剩菜帶走（新華網、中央社，2020.8.13）。 

今年初中國大陸爆發疫情時，有些城市開始實施封城，當時曾傳出部份地區

擔憂糧食不足，出現搶購潮。4月中共商務部消費促進司副司長王斌強調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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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生產連年豐收，庫存豐裕；惟近幾個月以來，長江、淮河流域洪災嚴重，災

情遍及27個省市，農業收成也受衝擊，讓中國大陸糧食安全問題引起關注。依中

國大陸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公布統計數據，截至8月5日，主產區小麥累計收購

4285.7萬噸，同比減少938萬噸，減幅約兩成；主產區油菜籽累計收購70.6萬噸，

同比減少5.1萬噸，加上大陸連續洪災農業收成受衝擊。8月11日，新華社報導習近

平下令要堅決制止餐飲浪費行為，要對糧食安全有危機意識，中共官媒隨即展開

大力宣傳，各地陸續響應，許多餐館也提醒用餐的客人適量，盡可能「光盤」，

光盤行動再起，這背後隱含糧食安全問題，這可能是促使習近平呼籲珍惜糧食之

原因（新華網，2020.8.11、BBC，2020.8.13）。 

在中國大陸，過去「吃播」是社群平台的一種線上頻道，播主與觀眾互動的

同時吃掉大量食物。「吃播」一般通過網絡傳播，例如YouTube、Twitch等串流媒

體平台播出，由於即時和互動之吸引力，在虛擬社群成為活躍網際網絡用戶積極

交流的場所。自習近平下令禁止食物浪費後，官媒央視亦點名批評「吃播」節目

違規，讓原先中國大陸社群盛行的吃播秀，意外淪為被管制的新目標。據中共官

方通報，近月來已有1.36萬個「吃播」帳號遭到處置，直接引發吃播行業的失業潮

（中新網，2020.9.27）。另外，相關餐飲行業亦因「光盤行動」受到影響，各級政府先

後推出一系列節糧政策，例如，湖北武漢率先推出「N-1點餐模式」，規定多人就

餐，按人頭少點一個菜。隨後河南、湖北、江蘇等地的餐飲協會也發出類似倡議

。繼武漢點餐模式後，遼寧更推出「N-2點餐模式」，即10人就餐，只能點8人的

菜。不少地方還設置類似「用餐監督員」的角色，包括江蘇、重慶、河南、湖南

等省份，對食物浪費現象進行監督和制止，湖南長沙一家餐廳更是推出「量體重

點餐」，顧客在用餐前需先稱體重，再根據需要的熱量配比，由店家推薦點餐等（

聯合報，2020.9.20）。 

中共8月中旬推動「光盤行動」以來，中國大陸餐飲上市企業在半個月以來出

現股價下跌，至8月下旬，中國大陸知名烤鴨店「全聚德」和連鎖餐廳「西安飲食

」的股價都出現10%以上的跌幅，經營旅館和宴會餐飲的「錦江資本」，股價更一

度大跌20%，也有剛開「吃到飽」的自助餐廳抱怨，受到此行動的影響，近期來客

數減少2到3成，直接影響疫情後稍微回暖的生意。「光盤行動」被指已成為一場

干擾正常民生的運動，各地餐飲協會紛紛加入，各種奇葩指令頻出。「光盤行動

」不僅影響到人民「吃」的自由選擇，更已衝擊到餐飲業的經濟狀況，這場行動

正為中國大陸帶來超乎預期的經濟代價（中新網、中評網，2020.9.7）。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5%85%89%e7%9b%a4.html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5%85%89%e7%9b%a4.html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9%a4%90%e9%a3%b2%e6%a5%a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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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中共許多不合理的做法，引發部分民眾批評：「這個社會，說多了有罪

，吃多了也有罪；中共不止要控制人民怎麼說，還要控制人民怎麼吃。」有評論

指出，中共「光盤行動」已經成為笑料和鬧劇，而饑荒的真正來源是獨裁專制統

治；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則表示，「實事求是地說，規規矩矩過日

子的老百姓能造成的浪費是很有限的。浪費，往往是發生在公權力在場的時候」（

大紀元，2020.8.25）。綜上所言，「光盤行動」立意雖好，但走至今日，儼然成為一場

政治運動。 

三、 大眾傳播 

(一）中共調整外媒駐陸記者之管理政策，透過暫停核發記者證、以調

查為名驅趕外媒駐陸記者，恐影響外界獲取中國大陸內部真實資

訊之管道 

  自今年起中共已要求美國之音、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時代周刊、華盛頓

郵報、美國聯合通訊社（AP）、美國合眾國際社（UPI）、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臺（NPR）等 9 家駐陸美媒，向其申報於中國大陸境內所有工

作人員、財務經營、所持不動產訊息等書面資料。 

  近期中國大陸開始對記者簽證設限，紐約時報 9 月 6 日報導，中共當局已停

止為美媒駐陸記者續發記者證，並暗示若川普政府對駐美陸媒僱員採取驅逐等進

一步行動，中共當局也將採取相應的對等行動。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9 月 6

日發表聲明稱:「CNN 駐北京記者最近獲得有效期為 2 個月之簽證，而非以往之 12

個月。」，並表示陸方官員說明限制更新記者證，是回應美國限縮陸媒駐美記者

簽證效期的「對等措施」（聯合新聞網，2020.9.8）。 

  過去中共外交部會核發給外國媒體駐陸人員「外國常駐記者證」，做為外國

記者在中國大陸的身分證件，該證效期為 1 年，且有此證才能向當地公安局申辦

居留許可。但在美中「媒體戰」情況下，中共當局拒絕為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華爾街日報（WSJ）、蓋帝圖像（Getty Images）、彭博社（Bloomberg）等 4 家媒體至少 5

名記者更新記者證，分別為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駐陸記者卡爾弗（David 

Culver）、華爾街日報（WSJ）駐陸記者裴杰（Jeremy Page）、蓋帝圖像（Getty Images）自由

攝影師維爾德利（Andrea Verdelli）以及彭博社（Bloomberg）2 名記者。紐約時報取得中

共外交部發給上開記者的信件，內容稱他們可繼續留在中國大陸境內直到 11 月 6

日（風傳媒，2020.9.7）。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歐塔加斯（Morgan Ortagus）發布聲明稱，美國駐中大使館近期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5%85%89%e7%9b%a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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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中共外交部通知，暫停更新駐陸外籍記者的證件，也拒絕審核先前遭驅逐記

者的簽證申請案，並表示「美國憂心中共此舉讓已缺乏公開、獨立媒體的採訪環

境惡化……，中共當局此舉再度證明，執政者畏懼獨立、調查媒體讓外界更深入

瞭解中國大陸」（風傳媒，2020.9.7）。 

  自美國將新華社、中國日報美國發行公司、中國環球電視網、中國國際廣播

電臺及人民日報海外版美國總代理（海天發展有限公司）等 5 家陸方駐美媒體列為「外

國使團」，中共便開始要求駐陸美媒申報在中國大陸所有工作人員、財務經營等

書面資料，美國就此做出反應，於 6 月再次宣布將中央電視臺（CCTV）、人民日報、

環球時報和中國新聞社等 4 家陸媒增列為外國使團，並將陸方駐美記者簽證期限

縮短至 90 天內，每 90 天須重新申請延期。但陸方駐美記者簽證到期時，經美國

國土安全部與國務院磋商後，並未驅逐任何中國大陸記者或續發簽證（聯合新聞網，

2020.7.2）。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也對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的說法提出反駁，並表示美

媒記者證延期申請案都在受理中，也已正式通知美方，在獲發新的記者證之前，

美媒駐陸記者的採訪報導及生活不會受到任何影響，否認有「對等回應」拒絕延

長美國駐陸記者簽證（明報即時新聞，2020.9.17）。 

  澳媒駐陸記者亦受到陸方以「國安」為由進行調查。澳洲廣播公司（ABC）駐

北京記者博圖斯（Bill Birtles）和澳洲金融評論（AFR）駐上海記者史密斯（Michael Smith），

皆因撰寫有關被中共宣稱涉「國家安全案件」的澳籍華裔女主播成蕾之相關報導，

遭到中共調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稱相關調查是平常的執法行動，中共當

局皆依法辦理。經過陸方國安人員之偵訊，該 2 名澳媒駐陸記者於尋求澳洲駐陸

大使館之保護後，匆匆離開中國大陸（BBC News，2020.9.8）。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則於 9 月 3 日抨擊美國只給駐美陸媒單次入境簽

證，駐美陸媒記者只要離開美國就必須重新申辦簽證。更直批美國調高駐美陸媒

記者申辦簽證的費用，並稱中國大陸驅逐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等

媒體 10 多名記者，是對美國變相驅逐 60 名陸方駐美記者的不得已回應。（風傳媒，

2020.9.7） 華春瑩在推特表示，如果陸方記者在美國收到公平對待，陸方會很高興繼

續與美國記者保持良好的合作（美國之音，2020.9.7）。 

  雖然中共發言人皆稱，中共並未針對外媒駐陸記者進行打壓，但從近期中共

當局對於外媒駐陸記者之管理措施，不排除陸方採取騷擾外媒記者方式，以增加

與西方國家談判之籌碼。外媒駐陸記者之新聞報導，是外界瞭解中國大陸內部資



34 

 

訊之重要管道，惟中共當局對外媒駐陸記者之報導，態度漸趨強硬，甚至以各種

手段騷擾外媒記者，藉以驅趕撰寫報導不符中共立場的駐陸記者，剝奪中國大陸

境內與全世界人民「知的權利」，嚴重阻撓國際社會獲取中國大陸內部真實資訊

之途徑，未來發展值予密注。 

 

（文教處主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