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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现已将科研与

大学合作与国家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为此，

美国采取了严肃措施，保护其研究和知识产

权免受来自中国的潜在间谍活动威胁，其中

最著名的例子是“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加拿大也紧随美国的步伐，推

出了类似的举措或战略。2021年 7月，加拿

大政府发布了《研究伙伴关系国家安全指

南》，最初要求对科学和工程领域大学研究

人员的资助申请进行强制性的国家安全风险

评估，旨在“防止加拿大知识产权落入威权

政府之手”。2023年初，加拿大政府开始筛

查所有领域的资助申请，重点审查计划与中

国及其他几个国家在敏感研究领域展开合作

的加拿大大学。 

然而，这一强制性国家安全评估引发了

许多担忧，尤其是来自加拿大大学中华裔学

者的担忧。他们认为，这种评估可能导致“将

华裔研究人员当作外国代理人的种族刻板印

象”，从而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在这样的

背景下，我们开展了一项调查，旨在全面、

实证地了解加拿大大学中华裔学者对与中国

学者和学生进行科研合作的看法、对限制这

种合作可能带来的后果的看法，以及更重要

的是，这些政策对其职业发展的潜在种族刻

板印象效应。 

调查结果揭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

这可能对加拿大大学和研究资助机构的政策

制定产生重要影响。 

华裔学者与中国的合作被认为至关重

要 

无论是华裔（ 83.7%）还是非华裔

（78.6%）的教师，都高度评价中国学者，

认为中国学者在各自领域的研究和教学项目

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加拿大与中国研究人员

合作带来的主要好处包括多元视角、创新思

维和文化交流，其次是新的研究技术、敬业

精神、在加拿大无法获得的数据、未来研究

数据收集地点、通过共同署名增加的出版物

等。鉴于这些广泛的合作收益，接受调查的

华裔和非华裔教师均对与中国的研究合作持

积极态度。此外，70.1%的华裔教师和 63.7%

的非华裔教师认为两国从研究合作中受益是

平等的。 

因此，95.8%的华裔教师和 92.5%的非华

裔教师表示，他们每年至少与来自中国的同

行互动一次。此外，69.4%的华裔教师和

58.1%的非华裔教师表示，尽管面临复杂的

地缘政治形势，他们仍愿意继续与中国学者

合作。显然，加拿大与中国的研究合作对华

裔教师而言更具重要性：66%的华裔教师强

调，与中国学者合作对他们的学术研究至关

重要，而 40.6%的非华裔教师也持类似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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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与中国的合作对华裔教师产生不

利影响 

大多数华裔教师（63.5%）在调查前的

三年内与中国学者开展了合作研究，而参与

此类合作的非华裔教师比例则显著较低

（31.7%）。因此，华裔教师对《国家安全

指南》的态度较非华裔同行更加消极。在非

华裔教师中，44.4%表示完全支持该指南，

42.6%认为这种审查措施是合理的。然而，

只有 20.0%和 18.2%的华裔教师持有相似的

观点。此外，41.8%的华裔教师认为该指南

过于苛刻且言过其实，而只有 22.2%的非华

裔教师有相同看法。 

在过去三年内与中国进行合作的教师

中，相当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进行适

应和调整。对于华裔教师来说，21%调整了

当前研究项目的重点或方法，19.3%限制了

与中国合作者的沟通，10.9%决定在未来的

项目中不再与中国合作者合作，8.4%决定不

再在未来的项目中涉及中国，7.6%则改变了

资金来源。非华裔教师也做出了类似的调整，

唯一不同的是，限制与中国合作者沟通的比

例显著较低（4.3%），且没有教师更改资金

来源。可以推测，华裔教师过去与中国同行

的沟通频繁，且通常获得与中国相关的项目

资金。更重要的是，显著比例的华裔（11.3%）

和非华裔教师（15.1%）在过去三年内提前

或意外地结束或暂停了与中国学者的研究合

作。 

华裔教师感到被针对和受到的种族歧

视 

由于中国在研究风险评估中隐含地成为

了目标，本次调查结果显示，相当一部分华

裔教师感到自己受到加拿大政府（19.2%）、

所在院校（15.5%）和同事（18.7%）的种族

定性。这些比例显著高于非华裔教师的相应

比例，后者分别为 4.8%、8.3%和 7%。此外，

31.9%的华裔教师报告称，由于种族、国籍

或原籍国原因，他们在职业发展上遇到了挑

战；19.6%的华裔教师表示在获得研究资助

时也遭遇了类似的困难。相比之下，17.5%

和 8.8%的非华裔教师因这些因素而经历了

类似的职业发展和研究资助挑战。 

此外，在熟悉研究风险评估过程的教师

中，40%的华裔教师表示，他们感到害怕和

或焦虑，认为自己正在被加拿大政府监视，

而仅有 11.1%的非华裔教师有类似的恐惧或

焦虑。在机构层面，20%的华裔教师和 1.9%

的非华裔教师表示，自己对被所在院校监视

感到相当害怕和/或焦虑。可以说，这种种族

定性的情绪可能成为推动全球迁移的因素。

在那些非加拿大公民的教师中，30.6%的华

裔教师表示，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和种族歧视

的经历，他们正在考虑离开加拿大，而只有

4.2%的非华裔教师表达了相同的意图。值得

注意的是，在这些华裔教师中，来自科学和

工程领域的教师（35%）表示他们会考虑迁

移。 

结语 

与美国类似，加拿大日益将与中国的研

究合作与国家安全议程联系起来。本次调查

从实证角度揭示了加拿大在这一问题上的模

式，与 2021年美国华裔科学家调查中所呈现

的情况相似：绝大多数人支持中国学者及与

中国的合作（加拿大超过 80%，美国超过

90%）；大多数人报告称限制与中国的合作

产生了负面影响（加拿大接近 80%，美国超

过 90%）；相当一部分人因华裔身份而在职

业发展上遇到挑战（加拿大略超过 30%，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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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接近 40%）。这些因素可能对人才流动产

生隐性或显性的影响：相当比例的受访者表

示有迁移的意图或计划（加拿大非公民中约

30%，美国超过 40%）。 

 

注：本文基于作者在《加拿大伦理研究》

（Canadian Ethnic Studies）杂志上发表的论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