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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针对近来频繁发生的华人科学家间谍冤案，赵美心等多名来自美国国会亚太议员党团的亚裔议员
发出呼吁，美国政府应该调查在这些错误起诉过程中是否存在“种族定性”的歧视问题。

在此之前，“间谍”这个带有浓重的敌对色彩的词汇，在美国的官方话语中，多次与华人科学家联系在一
起。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指控总是站不住脚。在美科学家何其多，为何总是华人科学家“躺枪”？就此，多
位美国问题研究专家及在美华人与记者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 1998 年，著名华裔核武器科学家李
文和，因被怀疑“向中国泄露核机密”而接受
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因其曾在10年前聘用
一名中国籍留学生、在中国参加学术会议期
间被中国科学家登门拜访等原因，李文和被
认定间谍身份并冠以 59 项罪名。2000 年 8
月，由于指控不实，联邦法庭宣判当庭释放
李文和。

● 2013 年初，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华
裔科学家赵军，为浙江大学窃取威斯康辛州
医学院癌症研究化合物成果，用以牟取不当
利益，结果以“查无实证”而宣告无罪并撤
诉。

● 2013年3月，前NASA兰利研究中心
的华裔科学家姜波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在华盛
顿国际机场逮捕，被控“试图将NASA敏感信
息装入笔记本电脑带入中国”，意指其涉嫌

“间谍行为”。终以“查无实证”而宣告无罪。
● 2014 年 10 月，美国国家气象局水文

专家陈霞芬，被美国司法部指控涉嫌窃取机
密数据并输送给中国。今年3月，在盘查了陈
霞芬所谓的可疑电子邮件并对其进行长时
间审问后，美国司法部认定之前的指控并不
成立，司法部决定撤销全部诉讼。

● 2015 年 5 月 21 日，知名华裔超导专
家郗小星，被控向中国提供美国“秘密的
超导技术”。但经过几个月的调查后发现，
郗小星与中方进行的是正常学术合作，并
未涉密。9 月 11 日，在审判日期已确定的
情况下，联邦律师办公室又突然宣布撤销
对郗小星的指控。 （整理：岳虹）

历年华人科学家被指间谍案

链 接

近日，在法华侨纷纷走上街头，追悼恐袭中的
遇难者。图为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池万升等向逝者
敬献蜡烛。 《欧洲时报》记者 黄冠杰摄

11月17日，95岁的泰国华侨吴仁平先生在曼谷度过一个特别的生日聚会。当天，这
位老兵正式获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泰华各界向他表达敬意和祝福。

吴仁平祖籍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县。1939年，正在家乡一所学校任教的吴仁平投笔从
戎，加入当地抗日武装，曾任中尉衔官职。1945年日本投降，吴仁平曾到汕头南澳岛参
与接管日军武器。他于1947年旅居泰国，至今保持中国国籍不变。

图为吴仁平 （中） 在纪念章颁发仪式上致意。 中新社记者 符永康摄

泰国华侨老兵95岁生日获颁纪念章

中新社吉隆坡11月18日电（记者赵胜
玉） 李克强总理即将出席在吉隆坡举行的
第 18次中国－东盟 （10+1） 领导人会议和
第 10 届东亚峰会并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
问。此间华社对李克强总理就任以来首次
访马充满期待，他们认为，李克强总理访
马必将巩固马中友谊，全面提升马中两国
友好合作关系。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李
志亮表示，目前马中两国在政治、经济、
文化等方面都有着极其良好的关系。特别
是在经贸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已经是马
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马来西亚则是中

国在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李克强总理访
问马来西亚，必将促进两国经贸关系迈上
新的台阶。

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主席吴恒灿表
示，这一次，李克强总理就任以来首次访
马，无疑对巩固马中两国全面性战略合作
伙伴的关系，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必
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提高到一个
历史性新高。

马中总商会会长黄汉良指出，李克强
总理访马，将进一步提升马中两国的经贸
合作，尤其将会促使更多中国企业来马投
资。

马华人期待李克强总理到访

站不住脚的指控

正如最近这些亚裔议员所反映
的，在美华人科学家被指控为间谍
不是个案。

今年5月，美国天普大学教授
郗小星被指控向中国输送敏感超导
技术。4个月后，美国司法部称弄
错了核心证据而撤控。

在此之前，另一名华人科学
家、美国国家气象局水文专家陈霞
芬也经历了类似的遭遇。去年 10
月，美国检方指控陈霞芬窃取政府
机密数据并输送给中国，并在今年
3月开庭前突然撤诉。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了结。
《纽约时报》 在 9 月披露，美国政
府打算解雇陈霞芬，原因则和之前
对她提起诉讼的理由有诸多重合。

结合类似的“郗小星案”，该
报认为，“这些事件令一些人担
心，无辜的华裔美国人正成为指控
的目标”。

事实上，不只是在美华人科学
家，就连访美的中国科学家也深受其害。同样在今年 5 月，
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教授张浩应邀赴美参会
时，竟甫一入境就遭到逮捕。仅 3天后，美国司法部出具了
长达32页的起诉书，指控包括张浩在内的6名中国人窃取美
国高科技商业机密以帮助“中国的大学以及受政府控制的企
业”。

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很难让人相信这些只是偶然的案
件。美国《科学》杂志在最新一期刊文称，仅在2014年就有
5名在中国出生的科学家被指控窃取商业机密或有经济间谍
之嫌，后又撤诉。“闻到了政治迫害的味道”，该文援引批评
人士的观点，以此描述目前美国华人科学家人人自危的处境。

对中国的莫名警惕

一次次的起诉之后，是一次次撤诉。在17日的新闻发布
会上，赵美心表示，目前看来美国“有一种把美国华人科学
家定性为中国间谍的习惯与模式，哪怕没有可信的证据支
持”。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可怕的习惯与模式？
“相比过去，近来美国华人科学家与中国国内在学术、商

业等领域的交流有所增加。”在美国硅谷从事科技行业的华人
沈赐恩告诉记者，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美国政府怀疑的借
口，认为这些华人科学家可能将美国的核心技术或是核心机

密带回中国。“但归根结底，这种无端的猜疑，还是因为美国
政府甚至是整个美国社会对华裔等少数族裔长期存在的偏
见。”沈赐恩说。

在新闻发布会上，美国加州民主党众议员刘云平也认
为，“歧视亚裔美国人的历史”是美国存在的诸多“盲点”之
一。他对起诉后又撤销的“陈霞芬案”、“郗小星案”明确表
态称，希望美国司法部进一步查明，是否存在一种美国华裔
因种族出身而被逮捕和起诉的惯性模式。

事实上，愤愤不平的不只是刘云平，仅今年，就有数十
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美国司法部长洛蕾塔·林奇，要求全面调
查陈霞芬冤案。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间谍冤案集中发生在华人科学家
身上。在一些专家看来，种族偏见还不是造成这些冤案全部
的原因。

“如果是种族歧视，可能针对是整个亚裔或是黄种人，但
现在美国政府将矛头指向的是华裔这个特定的族群。”中国社
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认为，华人科学家
间谍冤案频发，根源还在于美国对于不断崛起的中国的担心
和恐惧。“中国在科技领域不断增强的竞争力对美国形成了挑
战，导致其疑神疑鬼，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警惕，这客观上
反映的是美国的不自信，而这实际也和美国对华采取的防范
政策是一致的。”

在一篇题为《如果间谍的主要标志是姓名拼写》的文章

中，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
科学讲师孙太一也指出，对于中国名
字的歧视，源头是国与国之间的战略
博弈与猜忌，即美国认为有一个正在
崛起的大国潜在地挑战其长久以来主
导的国际秩序。

这种因为竞争优势缩小导致的不
自信，让人不禁联想到20世纪50年代
初弥漫于美国社会的麦卡锡主义。“现
在，尽管整体大环境已经发生变化，
但这种情况可以类比。有一些美国人
认为，中国经济、科技的快速发展，
是因为窃取了美国的技术。”袁征说。

华人群体应主动应对

“未来，这样的案件不会消失，只
会越来越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教授王义桅认为，鉴于对自身相
对实力下降以及中国不断崛起的一种
战略焦虑，美国政府这种杯弓蛇影的
心态和行为还将继续。

《纽约时报》 也在日前报道中称，
打击黑客袭击和间谍活动已经成为奥
巴马政府的一项要务，他们对付此类

威胁的基本策略是展开更强硬的调查和起诉活动。
在袁征看来，要杜绝间谍冤案发生，除非华人科学家避

免接触美国敏感的高科技研发领域。但事实上，即使这样，
华人科学家依然无法左右自己是否被怀疑，因为“这已成为
美国政府的一种思维定式”。

趋势令人无奈，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美华人只能“坐以待
毙”。

“在美华人应该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更好地保护自己。”
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告诉记者，相比犹太人等其他
在美少数族裔，华人群体目前还存在不够团结、参政不太积
极等问题，容易沦为中美关系发生摩擦时的牺牲品。因此，
在华人科学家自身更为谨慎地处理科研工作的同时，在美华
人更需要凝聚力量，积极参政，主动发声，表达华人群体对
这一问题的关切。

而这次以华裔为主的亚裔议员站出来集体发声，无疑是
一个良好的开端。赵美心透露，就在召开发布会的前一天，
美国国会亚太裔议员党团已给国家气象局所属的商务部写
信，要求处理解雇陈霞芬的问题。

“在美华人还可以联合当地其他少数族裔，在美国国内营
造舆论，给美国政府施加压力，令其适可而止。”袁征说。

王义桅则认为，除了在美华人的努力之外，中美两国之
间加强推进网络安全等相关领域的谈判，也将有利于这一情
况的改善。

据外媒报道，近日，旅法华侨华人自发
走上街头，到遭遇恐怖袭击地点附近的巴
黎市中心共和国广场献花、点蜡烛，追悼遇
害者。巴黎恐袭对法国民众和社会造成了
很大的冲击，虽然基本没有华人在恐袭现
场遇难，但毫无疑问，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对华人的生活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华人：惊魂甫定

“极度恐怖”，法国华侨华人会第一副
主席任俐敏用这四个字来形容自己的感
受：“太可怕了，一切都是突然发生的，人们
没有任何准备。”

恐怖袭击猝不及防，身边的熟人突然遇
难，前一秒还人声鼎沸的剧院转眼间化为地
狱的修罗场。这是场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者，这一认知
对在法华人造成了不小的心理冲击。

对恐怖袭击的后怕、震惊、愤慨以及对
遇难者家属的同情，是在法华人的普遍心
理。不安全感的增加，让华人普遍开始担心
法国社会的治安，也加强了对自身安全的
防范。

值得庆幸的是，当晚，基本没有多少华
人在恐袭现场，总体而言，华人的心态还是
比较稳定的，此次恐袭也并未对华人的日
常生活产生太大的影响。“华人相对而言乐
观豁达，虽然对恐袭仍然心有余悸，但一切
工作依然按部就班，生活还是要继续。”《欧
洲时报》记者黄冠杰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华商：雪上加霜

不同于华人日常生活所受的影响，在
法华商因这次恐袭遭受的冲击要大很多。

“血洗巴黎，水洗华商”，当地华商这样形容
这次恐袭给商业带来的影响。

华人在法主要从
事进出口贸易和餐饮
业，而这恰恰是受恐袭
影响较大的两个领域：
进货量减少，交易额降
低，餐馆前排着长队的
景象不见了，取而代之
的是门可罗雀的萧条。
对于华人批发商而言，
圣诞节前的一个月原
本应是一年中销量最
好的时候，但因为恐怖
袭击，法国商家取消了
订货，大部分订单都打
了水漂。

“近年来，受到人
民币汇率上调、欧元汇
率下跌以及欧洲经济
不景气的影响，华商的
进出口生意已经十分困难，此次恐袭无疑
是雪上加霜。”任俐敏说。

虽然普遍对生意现状感到悲观，但华
商也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应对这一危机。任
俐敏表示，目前驻华使馆、法国华侨华人会
包括其他兄弟社团、民间社团都在积极号
召华商减少进货量，静待时机，同时也做好
了相应准备帮助华商渡过难关。

黄冠杰认为，就长远来讲，华人经济能
否借此机会寻求转型、找到新的发展模式
是克服危机的关键所在。

未来：不乏希望

虽然在短期内华人会不安、华商会悲
观，但就长远而言，华人对未来并没有太多
的消极情绪。

巴黎恐袭对法国及国际社会造成了巨
大的冲击，地区性恐袭已经上升为国际事

件。在法华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法国加强
了对国家的管控与保护，欧洲各国也提高
了警惕，这都有利于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对巴黎的恐怖袭击是向现代文明、西
方现代生活方式发出的挑战，也是对人性的
挑战”，黄冠杰说：“在当前世界形势下，没有
人能够在对恐怖主义的战斗中独善其身，这
次恐袭也是各国加强反恐合作的契机。”

法国华人律师协会会长孙涛也对未来
的国际形势持有积极的看法：“此次恐怖
袭击是法国国内各族群、中法之间以及欧
盟与俄罗斯之间加强理解的契机，维护基
本的社会秩序和安全是发展经济的基础，
达成这一共识，各国间才有化解误会、加
强合作的可能。”

“面对日益猖狂野蛮的恐怖主义，各
国联合反恐必然成为国际多边外交的重大
主题，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加安全、和
平、繁荣的和谐世界。”孙涛律师说。

在法侨胞讲述

恐袭带来的阴霾与变化
尹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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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 玥

图为陈霞芬 （左）、郗小星 （右）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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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

在美华人科学家冤案会减少吗？
本报记者 严 瑜

图为华裔议员赵美心 （左二）、华人科学家陈霞芬 （左三） 和日裔议员迈克·本田 （左四） 出席
11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图为李文和被释放时的场景。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