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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左）佩戴口罩参观马里兰州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 新华社/图

特朗普首次在公开场合戴口罩

当地时间11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马里兰州一家军方医疗机构看望伤兵

和一线医护人员时，戴上了口罩。这是自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以来，特朗普首

次公开佩戴口罩。

出行前特朗普称，自己并不反对戴口

罩，而是需要看时间和场合，“我认为戴口

罩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我从未反对过戴

口罩，但我确信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

地点去戴”。

他声称，医院是个特殊的环境，且慰

问士兵需要和他们交谈，而其中有些人才

刚动完手术。

如今距离美政府卫生官员建议全民

戴口罩已过去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特

朗普在公开场合一直拒绝戴口罩。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5月下旬视

察密歇根州一家福特汽车制造厂时，尽管

公司事先提醒白宫，工厂有戴口罩的规

定，但特朗普只在视察开始时的活动中戴

了口罩，且不让记者拍摄。他说：“我不想

让媒体看到。”

在呼吸道传染病防控中，口罩的作用

非常关键。但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对戴口

罩有比较大的抵触情绪，这也是导致美国

疫情曲线不降反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7月11

日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美国东部时间11日18时34分（北京时

间12日6时34分），美国累计确诊病例

3242073例。

近期以来，特朗普对口罩的态度有所

改观。7月1日在接受福克斯商业台采访

时，特朗普曾说：“我完全支持戴口罩。”当

被问到他自己是否会戴时，特朗普说：“如

果我是在一个与人近距离接触的情况下，

我肯定会戴。”

据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为让特朗普

戴口罩，白宫助手和政治顾问对特朗普花

了大力气。

一名总统顾问称，他们用了超过一周

时间对总统“多次劝谈”，助手们反复“恳

求”，敦促总统在访问期间戴口罩，为支持

者们树立榜样。

据统计，目前全美已经有20多个州

外加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政府强

制要求民众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但作

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却始终坚持公开露

面时不戴口罩———这引起不少公共卫生

专家的批评，不少美国政界人士也多次

呼吁特朗普“以身作则”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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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留学生新政：境外上网课 身份仍有效

北京商报2020.7.13

新政变动

在ICE官网的答问环节，其对于留学生新

政的解读如下：身在美国境外的国际留学生，

可以在当地选择上网课；没有回美国返校，但

仍上网课的学生，学生身份仍然有效，只需要

在SEVIS中保持激活状态。不过，对于身在美

国境内的国际留学生，仍然不能全部选择上

网课。

此前7月6日，ICE发布的留学生签证新规

令外界一片哗然。根据这项新政，若美国学校

在2020年秋季学期只进行线上网课教学，留

学生必须离开美国或转到有线下课的学校就

读，那些只接受网课教学的留学生则必须离

境，违反规定者可能会被遣返。

虽然ICE在最新回应中提到，在美国境外

的留学生可以选择继续上网课，学生身份不

受影响。但对于已经在境内的学生，线下课程

仍然是必须的。

据彭博社测算，这项政策影响到在美国

高校就读的100多万外国学生。对于在美留学

生而言，这项政策无异于将其置身于残酷的

两难抉择之中。若自己所在的学校不开设线

下课程，那么留给自己的只有两条路，转学或

者离开美国。而即便是留下来，也要担忧进一

步蔓延的疫情形势。

多方不满

随后，这项新规招致广泛批评及多项诉

讼，美国的高校是反对这项新政的主力。当地

时间8日，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向波士顿

地方法院起诉美国国土安全部、美国入境及

海关执法局，请求法院颁布限制令与禁令，以

阻止美国政府执行日前宣布的针对国际学生

的签证限制措施。

与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类似，随后10日，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也向哥伦比亚特

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禁止实施新

规。此外，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其他

几十所学校提交了非当事人意见陈述，反对

ICE的决定。

对于开设了大量线上课程的美国高校而

言，这项新政的出台无疑会让生源数大打折

扣。哈佛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已经在7月初宣

布了秋季学期的教学安排，据起诉书透露，两

所学校持F1签证的国际学生数量分别为近

5000人与近4000人。

“规定出台前毫无预兆，严苛而鲁莽。”哈

佛大学校长劳伦斯·巴考表示，规定的目的就

是“故意施压高校在秋季学期开放校园内的

线下课程，却毫不关心学生、教职员工及其他

人员的健康与安全”。

除了高校之外，“揭竿而起”的越来越多。

7月9日，美国加州司法部长泽维尔·贝塞拉宣

布，加州将成为首个针对国际留学生的限制

政策起诉特朗普政府的州。根据2019年加州

大学系统的秋季入学数据显示，在226125名

本科学生中，有27205名被列为非居民国际留

学生，而58941名研究生中有13995名为非居

民国际留学生。

此外，美国国会民主党人日前也联名致

信美国国土安全部及下属入境和海关执法

局，呼吁撤销留学生签证新规。截至7月10日，

签署联名信的国会民主党人已超过100名。

重启心急

“可以称作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吧”，中国

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水清表

示，一方面不希望境外的学生回到美国，鼓励

他们上网课；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在美国境内

的留学生，跟本土学生一视同仁，不能全部上

网课，催促他们到线下上课，因为经济还要重

启，希望高校尽量开展线下授课。

“学校必须在秋季开放！！！”事实上，早

在7月6日新政公布后的第二天，特朗普就在

推特上表达了自己对美国高校复课的强烈

渴望。

杨水清进一步表示，重启一直是特朗普

的执念，需要经济数据，疫情严重的时候也还

亲自去拉票，且不戴口罩，也是想鼓舞士气，

让大家尽快重启，尽管很多州州长都不同意，

他也不断施压，催促他们重启。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诸多高校也正在计

划应对这一新政的方法，纷纷增开秋季线下

课程，例如加州伯克利大学将新建一门1学分

（通常为3学分）的面授课程，而佛罗里达大学

的部分学院将采取90%线上授课结合10%面

授课程的模式。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结局并不意外，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领导的执政党人民行
动党再次赢下新加坡大选，蝉联执政。但没有悬念的大选背后，看点却不少，比如
在长久的一党独大局面下，反对党在国会赢下的席位数却创下新高，李显龙自己
也承认，“这不是一次感觉良好的选举”。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之下，当疫情防控和保
障就业成为民众普遍关注的重点，大选背后反映的经济议题也越发明显，哪怕对
于全球竞争力数一数二的新加坡来说，经济也是一道不小的考题。

不如预期

人民行动党依然是新加坡大选最大的赢

家。新加坡《联合早报》11日报道称，新加坡人

民行动党在该国大选中取得61.24%的总得票

率，并在93个国会议席中拿下83个席位，成功

蝉联执政，另外10个议席则由主要反对党工

人党获得。

看起来，人民行动党已然稳操胜券，但总

有些细节显示，这并不是执政党的一次完胜。

在得票率方面，61.24%的数字已成为新加坡

自独立以来倒数第二差的表现，仅比2011年

大选时获得的60.14%略高一点。

那一年，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人民行动

党虽然再次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并取得了

81个议席，但却有9名反对党加入了新加坡国

会，其中工人党拿下6个议席。也是因此，李显

龙将其称为“分水岭式的大选”，并称“人民行

动党将会对执政进行反思”。彼时，有低收入

选民评论，执政党为了经济增长不惜代价。

如今，历史重演，“分水岭”再度出现，在

这次选举中，与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下滑并行

的是，工人党议席数和得票率较上届大选均

有上升。“普选支持的比例并不像我希望的那

样高”，“选举结果反映了新加坡人在这场危

机中感受到的痛苦和不确定性……这不是一

次感觉良好的选举”。在11日的记者会上，李

显龙如此说道。

对于反对党的情况，中国社科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利平称，从新加坡

的选民结构来看，年轻人居多，他们更希望改

变，希望对执政党有更多的监督和制衡，希望

政府施政更加透明更加倾听民意，所以选举

的结果也能够反映出以年轻人为代表的选民

的一些呼声。预计未来新一届国会可能会设

置反对党领袖的职位，来增加反对党的声音。

据了解，新加坡国会实行一院制，议员任

期五年，占国会过半数议席的政党执政。人民

行动党自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连续执政，

是目前为止新加坡的唯一执政党。

特殊的大选

如果没有疫情，这次大选背后所传递的

时代更迭信号本应是最大的看点。此前，李显

龙曾明确表示，他将在这届大选后适时退居

幕后。在11日的开场致辞中，李显龙也提到，

这一次选举关乎执政党领导的顺利交棒，他

从很多年前就开始准备第四代领导层的接班

事宜，却“没料到会在今年碰上新冠肺炎疫

情，引发突如其来的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

现在看来，后一句似乎才是重点。作为总

理，李显龙可能比任何人都能理解新加坡当

下的局势。在此前的竞选中，人民行动党打出

的竞选口号就是“守护生命、保障工作、共创

未来”，李显龙在给选民的信中也坦言，虽然

到目前为止，政府尚能把裁员率和企业倒闭

的情况控制在低水平，但危机远远还未结束。

疫情之下大选，一切都转变了方向。值得

注意的是，在最开始，严格的防疫措施一度让

新加坡被称为世界范围内的抗疫“模范生”，

但后续的情况就有些超出控制范围，先是欧

美的输入性病例层出不穷，后是新加坡因外

籍劳工宿舍发生聚集性感染导致病例陡增。

12日，截至当天中午12时，新加坡新增

178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45961例。

其中新增的病例中社区感染病例为1例，境外

输入病例1例，其余发生在外籍劳工宿舍区。

新加坡人力部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不

包括外籍女佣，新加坡今年一季度的就业人

数锐减25600人，是新加坡有史以来劳动力市

场最大的季度萎缩，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而为

帮助民众和企业应对疫情冲击，新加坡政府

推出了总额约1000亿新元的四个财政预算

案，其中包括200多亿新元的薪金补贴，间接

帮助企业雇员保住工作，个体经营者也可从

中获得额外补助。

经济考题

“疫情对新加坡的经济冲击还是很大

的”，许利平称，新加坡经济体系比较开放，疫

情导致很多国家封国，进而影响了新加坡的

对外贸易以及服务业。而且在疫情来临之前，

受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以及逆全球化的影响，

新加坡经济受到全球经济的影响也比较大，

李显龙执政的这些年，特别是最近几年，新加

坡经济也受到了较为严峻的挑战。

今年2月，新加坡贸工部公布的数据显

示，受制造业产值萎缩1.4%所累，新加坡国

内生产总值（GDP）2019年全年增长0.7%，为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低。

不过，商务部研究院区域合作中心主

任张建平则认为，在全球竞争方面，新加坡

创新能力和经济成长性是得到世界公认

的，所以总体上看，新加坡经济基础和基本

面，特别是其营商环境以及对世界人才的

吸引，使得新加坡的经济活力和动力都比

较充足。短期来看，新加坡比较容易受到全

球经济形势的冲击，特别是全球经济衰退

对其拖累会比较严重，而疫情形势也对新

加坡有了双重的负面下拉作用。但相对来

说，这种影响是短期的，中长期的经济前景

还是比较乐观。

不久前，瑞士洛桑管理学院（IMD）发布

的全球经济体最新竞争力报告显示，新加坡

连续两年排名第一。

而新加坡被认为最具吸引力的五大特

征依次是：政策稳定性及可测性、亲商环境、

政府的能力、有效的法律环境及可靠的基础

设施。

但同时，新加坡贸工部部长陈振声也提

到，新加坡正处于非常动荡的环境中，对此排

名不能也不应感到自满。如果政府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稍不谨慎，情况就可能改变。

至于逆全球化的问题，张建平称，这只是

个别国家采取的单边行动和保护措施，逆全

球化确实对全球经济增长包括对全球贸易投

资带来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决定性

的力量，主流还是全球化，毕竟现在全球供应

链体系、价值链体系是过去半个世纪一点点

搭建起来的，短期的结构性改变不会导致全

球化出现实质性的改变。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疫情施压经济 新加坡大选“成全”反对党？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估算，
2018-2019学年， 留学生为该国提供

了约46万个就业岗位。

>>�美国留学生新政要点

◎身在美国境内的国际留学生，不能全部选择上网课

◎没有回美国返校，但仍上网课的学生，学生身份仍然有效，
只需要在SEVIS中保持激活状态

◎身在美国境外的国际留学生，可以在当地选择上网课

450亿美元
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国际留学生对美国经济的
贡献达到450亿美元（约合3156亿元人民币）

140亿美元
其中，中国是美国国际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每年为美
国经济贡献近140亿美元（约合982亿元人民币）

在招致高校、 学生等群体的多

方“声讨”之后，美国入境与海关执

法局（ICE）在压力之下进行了一番

辩白， 对上周颁布的针对留学生签

证的新政进行了解读。7月12日，据

央视新闻报道， 根据ICE的说法，对

于在美国境外上网课的留学生来

说，暂时不会有失去签证的担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