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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重视的都是怎么让学生“出”国，至于出去后的安全问题，很少会有人提供相关的信息和帮助

留学海外安全意识欠缺留隐忧
姜天海

我是美国堪萨斯州恩波利亚州立大学

的交换生。 最近， 看到媒体报道说， 位于
美国洛杉矶南郊的南加州大学校园附近4
月11日凌晨发生一起枪击案 ， 一男一女
两名中国留学生被枪杀。 这则报道让我心
情沉重， 我深深为这些在花样年华凋落的
生命感到惋惜， 更为我们海外留学生的生
命安全问题担忧。

出国不是一个荣耀的光

环， 包含辛酸苦楚
去年10月以来， 我们学校的中国留

学生中发生了一起火灾事故、 一起自杀事
件， 让大家永远失去了3个挚友 。 之后 ，
我开始关注留学生的生命安全问题。 查阅
相关资料后， 我发现， 从2011年11月到
2012年1月短短两个月间， 经报道的中国
留美学生重大车祸事故就有4起， 共造成
5人死亡， 多人重伤。

先说说我的亲身经历。
去年10月19日晚上10点多，我刚从朋

友家聚餐回来，就接到她的电话，说家里着
火了。 她先是听到厨房里的暖气炉噼里啪
啦地响，接着看到窗外有股浓浓的黑烟，于

是赶紧跑出房间报警。 然后又去这栋房子
的另一户人家敲门，但一直没人应声。

几分钟后， 消防队赶到现场强行打开
了门。 开门的一瞬间， 大火蹿了出来， 让
闻讯赶到现场的同学们心里一沉。 住在里
面的两名中国留学生情侣 ， 男生当场身

亡， 女生第二天在医院不治身亡。
出事的这栋房子是当地的一家中国餐

馆老板两个月前刚买的。 上下三套公寓都
租给了中国留学生， 我朋友一个月房租才
150美元， 相当于正常房租的一半。

当晚气温低至零下3摄氏度。朋友说，
出事的那名男生是搬进去后第一次要求房

东开暖气总阀。一个多小时后就出了事。
据两名死者的好友说， 警察认为火灾

原因可能是暖气周围有易燃物，如衣服、报
纸等。他们租住的房屋老旧，暖气系统类似
于天然气炉。 房东也没有给安装烟雾报警
器，但由于房东是私人租户，双方没有签订
正规的租赁合同，权责问题还在审理之中。

3个月后，我们身边一位随时为大家
排忧解难的学长， 在堪萨斯州35号公路
驾驶租来的车辆时饮弹自尽。 大家不知道
他这样做的原因 ， 有的人猜是学业压力
大， 有报道说他希望能尽早经济独立来照
顾父母， 也有人说他开枪自杀后撞车是不
想让父母知道他自杀。

不管原因是什么， 学长的离去对我们
是沉重的打击。 这位学长是我们的中国学
生会副主席， 大家都还记得他陪我们去办
社保号， 载我们去沃尔玛买东西， 组织大
家玩 “三国杀” ……

过往的一幕幕和令人难以接受的结局

都时刻提醒我们， 出国不只是一个荣耀的
光环， 更饱含着留学生的辛酸苦楚。

留学生普遍没有接受过

细致入微的安全教育

大家一般都把留学称为 “出国”。 但
“出国” 这个词反映的只是 “出”， 也就是

说无论是家长、 学生还是学校、 中介， 重
视的都是怎么让学生 “出” 了国。 至于留
学生出国后怎么能够生存下去， 则很少会
有人提供相关的信息和帮助。

留学生在国外面对的不仅仅是语言、
文化、 学习这些所谓大问题， 还有衣食住
行等看起来细小琐碎却又布满陷阱的问

题。 从租房、 办电话卡、 开银行账户、 用
电用气， 到买车、 买机票、 买保险， 都需
要自己办理， 经常一头雾水地花冤枉钱不
说， 还会遇到各种安全问题。

我从初中就开始住校， 自以为生存能
力很强， 但出国以后没少被坑钱 ， 也没
少出安全问题 。 我只在美国交换一年 ，
但一个所谓的中国 “熟人 ” 介绍我和其
他20多个交换生签了一个两年的T-Mo鄄
bile电话合同， 想提前一年停掉合同就
要交200美元的违约金。 有一次我忘记锅
里煮着水就出门了 ， 一个小时后室友打
来电话说直到烟雾报警器响了她才发现

锅烧坏了。
美国学生一般很早就离家独立生活，

而中国学生在国内时不是住在家里就是住

校， 吃住行都不用操心， 生存能力不强，
安全意识也不强。

就拿烟雾报警器来说， 电池充足的烟
雾报警器是美国家家户户必备的， 一旦有
烟雾就会立即报警。 可大多数留学生都不
知道房东必须提供烟雾报警器， 也从没想
过它的重要性。

后来我听说， 大多数美国中学生都要
接受驾驶和火灾逃生等培训课程， 算选修
学分。 可很多留学生在国内却从没有接受
过这方面的培训。 不管是留学中介机构还
是国内高校派交换生， 一般都不会对学生
进行细致入微的安全教育。

中介机构只要成功把你送出国就算是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了。 高校倒还会强调学
生注意安全， 但也只是停留于让学生不要
出事、 不要给学校抹黑的层面， 很少能够
真正提供实用信息， 比方说国外不同的暖
气系统应该怎么使用、 租房应该注意保障
哪些权益、 交通规则有哪些不同。 学生想
了解这些知识， 要么上网搜索， 要么向已
在美国的同学取经， 要么就是自己跌跌撞
撞换取血的教训。

留美学生第一大杀手是汽车

除了一些突发情况和特别状况 ， 现
在留美学生的第一大杀手是汽车 。 我仅
对去年11月至今年1月的车祸进行调查，
就发现了多起重大伤亡事故 ， 小事故更
是不计其数 （下列事故伤亡者姓名均系
音译）。

2011年11月6日 ， 俄亥俄州戴顿大
学19岁的吴汉清和18岁的徐中易驾车偏
离主路， 车撞到树上着火 ， 两人受困而

死。
2011年12月12日， 堪萨斯大学19岁

的贺玉洁驾驶大众甲壳虫与一辆道奇卡车

相撞身亡。
2012年1月2日，俄亥俄州立大学5名

华裔学生从纽约市跨年后驾驶一辆合租的

雪佛莱休闲车返校。 据警方推测，19岁的
香港学生谭豪和在驾车时一度打瞌睡，车
子连续撞上路边大树。 车上两名未系安全
带的香港学生霍嘉熙和欧阳浩凯不治身

亡。
2012年1月22日 ， 堪萨斯海斯堡州

立大学4名中国留学生趁假期到科罗拉多
州丹佛游玩 ， 后在返校途中遭遇严重车
祸， 两名学生重伤， 高昂的医疗费用及在
美生活费用令两个家庭陷入困境。

……
美国地广人稀， 尤其是在中部公共交

通不发达的地方， 上学、 旅游、 去机场、
去超市都只能开车。 而在美国考驾照很容
易， 不需要上驾校。 只要过了笔试， 找朋
友带着练几圈就可以去考路考。 而且在美
国一两千美元就能买到一部二手车。

十八九岁的中国留学生一般都比较热

血， 刚拿到驾照就敢开长途去旅游， 而且
开车习惯不好， 比如打闹， 不系安全带、
开夜车 、 开快车 。 国外按照迈 （mile）
计算车速， 国外的70迈限速相当于国内
的每小时112公里。 很多学生按照数字习
惯把公里当做迈来算， 一脚油门就加到了
八九十迈也是常有的事。

美国这边的十字路口有很多红色的停

车让路标志（stop sign），经过车辆都必
须停车让行。但中国留学生在国内抢道抢
习惯了 ，常会闯停车让路标志不停 。堪萨
斯大学中国学生会副主席高逸山说贺玉

洁出事的原因就是超速，该停车的时候没
停，因此她在事故中负全责。而贺玉洁从
拿到驾照到事故身亡那天才半年。

我同学带我考驾照的时候就说， 现在
拿到驾照的中国人不少， 但真正开得好的
没几个， 基本上车都出过大大小小的事
故。 高逸山也觉得， 现在留学生年龄偏低
是事故频发的原因。 他说， 如果5年前学
校中国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比例是10∶1的
话， 现在就是1∶10。 这些小留学生在国
内驾驶经验比较少， 安全意识差。

看到这么多惨痛的例子， 我想说： 在
海外的学子们， 请你们真正为自己和他人
的生命负责任 ； 准备送孩子留学的家长
们， 请你们理性面对 “镀金” 热， 提早给
孩子灌输人身、 心理、 财产安全意识； 中
介和派出学校， 请你们不要只想着把我们
“送出国”， 更要帮助我们 “安全留学 ”；
政府教育部门 ， 请你们更加重视安全教
育 ， 真正从小抓起 ， 培养学生自理 、 自
律、 自立能力。

李楠：勇闯非洲的防艾骑士

实 习 生 潘梓萌

本报记者 樊未晨

大学应该怎么过？ 认真上课成为 “学
霸”还是参加各类社团成为“活动达人”？北
京大学大五的李楠选择了将自己的大学交

给公益———艾滋病志愿服务。
在很多大学生眼中， 公益服务就是加

入团队， 配合着完成任务， 但李楠不这么
想。大学5年，他联合了北京30余所高校的
相关组织，组成高校抗艾联盟；他发起“农
民工防艾宣讲团”，在北京、深圳的20余个
工地开展大型防艾知识宣讲会； 他远赴非
洲， 带领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志愿者为非
洲儿童进行防艾教育。

披荆斩棘 冲向非洲的防艾骑士

李楠选择远赴非洲， 是一个个偶然连
接成的必然。

2003年“非典”，李楠开始关注疾病预
防，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公共卫
生专业后， 他与艾滋病预防工作有了更多
的接触。

很长一段时间里，李楠活跃在北京、云
南、深圳等地，向当地的学生、农民工、性工
作者进行防艾教育。 在积累了相当丰富的
经验后，李楠又将视线投向了国外。他决定
前往非洲，学习国外的防艾知识，交流国内
的防艾经验。

说易行难。事实上，从李楠踏上非洲的
土地开始，挑战就一直紧跟着他。

在非洲， 李楠所参加的ASK(Answers
Solutions and Knowledge)项目主要是帮助
非洲加纳库马西中学生掌握预防艾滋病

的基本知识。但是，之前项目组并未帮助
他们联系好当地接受授课的学校，一切都
得李楠和他的国际志愿者伙伴们自己动

手。
结果，一下子，他们就得勇闯三道关卡。

语言关———“当地人的英语带有浓重的口
音，刚去的时候，我们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讲
什么， 他们也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体力
关———“每天都要从陌生的城市一头儿走到
另一头儿，早出晚归、筋疲力尽是常事”，资
金关———志愿者活动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

短缺，“跑断腿”、“磨破嘴”去拉赞助，成了志
愿者们宣讲工作以外的另一项头等大事。

常人来看，这每一道关卡，都是困难重

重，要想通关，更是难上加难。然而，李楠似
乎对此并没有想太多。“困难？ 其实每次让
我讲困难，让我说困难，我还真的是……”
他为难地顿了顿，“我觉得遇到困难就解决
呗。”

凭借着这股冲劲，在“几乎跑遍全城”
之后， 李楠在人生地不熟的非洲， 完全通
关：6所学校校长同意他们进行防艾授课工
作，印刷店、饮用水厂等企业愿意为他们提
供全程支持。

就在一切终于进入正轨之际， 蚊子又
跟李楠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在非洲被
咬得浑身是包的李楠， 感染了疟疾，“一直
在发烧，浑身都疼，一个人在公寓里昏睡了
一天”。

“去之前我就打了疫苗，像霍乱疫苗、
黄药病疫苗等，唯一没打的就是疟疾，这个
病没有疫苗。”李楠回忆道。

尽管当地人三番五次劝诫他对这个病

要小心，但李楠却没当回事，以为只是普通
感冒，只休息了一天，便又投入了工作，他
的想法很简单：“来一趟挺不容易的， 能多
干一些就多干一些吧！”

责任使然 年轻人就该走向社会

回国后，“小感冒” 终于在潜伏数日之
后不安分起来。高烧、疼痛又毫无征兆地找
上了他，他再次住进了医院。直到拿到医生
的诊断书， 他才相信， 自己真的患上了疟
疾。

但这并没有动摇李楠 “能多干一些就
多干一些”的想法。

担任院学生会主席期间， 他的目光开
始更多地投向社会， 决定促进院学生会转

型，学生活动也随之大幅调整。原先，学生
会组织的活动无非是球类运动、 水果沙拉
大赛之类。现在，则变成了“给社区老大爷
老大妈做健康知识宣教”，“在手足口病暴
发时派实习生去帮助疾控中心”等。他把责
任视为理所应当：“社会上健康教育乱象太
严重了，我们知道很多知识，为什么不赶快
告诉他们呢？”

在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动下，李
楠的防艾工作开始由高校转向农民工等社

会弱势群体。很快，由他发起的“农民工防
艾宣讲团”便开始活跃在北京、深圳的20余
个工地上。

在工地进行防艾宣传时， 一件小事让
当时同行宣讲的张超亭至今印象深刻：“当
时我们正坐在一个办公室里聊天， 有个农
民工的孩子一个人坐在旁边， 显得特别孤
单，李楠就主动过去和他聊天。”

“我们是个 student，他就是一个man。”
在同学眼里，李楠有一颗细腻的心，总能敏
感地关注到细节，照顾他人的感受。

也正是因为这样， 虽然李楠只在非洲
和孩子们相处了短短几周， 但当他要离开
时，孩子们都特别舍不得这位大哥哥。他们
缠着他一起合影， 至今还会常常打电话过
来，问“Brother, how about the weather in
Beijing？（哥哥 ， 北京的天气怎么样啊 ？）”
“Brother, will you go back？（哥哥，你以后
还会不会回来啊？）”

如今， 李楠已经获得了美国中华医学
会提供的40万元奖学金， 即将前往霍普金
斯大学深造。“我以后还会前往第三世界国
家， 继续从事疾病预防与控制方面的工
作。” 李楠说。

如何成长
决定权在自己手中

我的家乡———奥地利小城巴德伊

舍，坐落在阿尔卑斯山上。在那里，白雪
覆盖的冰川和山脉倒映在水晶般清澈的

湖水里。 它曾是奥地利著名的皇帝弗朗
茨·约瑟夫的夏宫，在他总共83次夏季假
期中，有80次是在这里度过的。你可能听
说过他的妻子：茜茜，16岁嫁给他，成为
哈普斯堡王朝的皇后。

茜茜聪明、美丽、富有，但很快就变
得闷闷不乐。 那些皇室的条条框框让她
备感压力，压得她无法呼吸。对她来说，
个人的自由比在美丽城堡里过豪华的生

活要更有意义得多。 但她不得不遵循皇
室的期望，履行她角色的职责，并遵守那
个时代的社会规则。

中国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和茜茜有着

相似的感受， 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过
自己想过的生活。 即使具体情况不同于
茜茜， 但生活中也总有一些事不是我们
所要、所想或所希望的。

今天， 已没人必须去遵守那些死板
的皇室规则， 如像茜茜那样不能自由走
动、不能随时去看望她的孩子、不能按照
自己的价值观去教育孩子。与茜茜不同，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允许

我们独立塑造自我生活的社会里。当然，
这需要我们付出一定的努力。 但不管喜
欢与否，我们都得生活在一定的规则里，
并遵守它。

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历史。
很多例子中， 孩子都比他们的父母生活
得更好。这当然是好事，但同时也会成为
一种负担。 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渴望孩子
能上个好学校、拿个好学历，或成为成功
的企业家。权力或金钱，在今天的中国已
成为衡量一个人的重要标准。 但如果所
有的年轻人都成了医生、律师、教授，或
踏入政界， 那么我们的社会将很快走向
坍塌。 每个社会都需要各种人员来从事
不同水平、不同职业的工作。我们迟早会
意识到，钱并不代表全部。钱或许可以给
你舒适的生活方式， 但不能保证给你带
来生活的意义。

那么，如何找到生活的意义所在？在
我们的社会里， 人们判断一个人经常是
看他有什么，而不是他是谁，这也许是你
面对的最困难的问题。 当你在缺乏经验
的情况下去作复杂的决定时， 需要承受
很大压力。那该怎么做？没关系，给自己
一些时间， 但要用这个时间去尽量多地
学习你自己可能最感兴趣的事情。 每人
都有自己的天赋所在， 关键是要通过足
够的挖掘去找到这种天赋，并将它运用、
发挥到最佳。

我们无法选择出身和所在的社会，
但可以在改善自己周边的社会环境上有

所作为。这一点，恕我直言，是你们当中
很多人需要改进的地方。我收到很多学生
的电子邮件， 抱怨他们要面对的许多问
题。当然，你可以选择和周围那些自怨自
艾的同学在一起，但更可以去找那些有积
极生活态度的人为伴。消极的想法不会为
你找到出路，即使你的抱怨和忧虑是有理
由的。给自己一个小时甚至一天时间去感
伤、去抱怨、去愤怒。但是之后，要转而看
向积极的一面，要认识到，只有你自己才
是真正塑造你未来生活的人。 要注意：不
要让自己被那些爱抱怨者所围绕，这样的
人总是把自己没能实现的事归咎于其他

人，他们会把你也拉下水。即使你在第一
眼以为找到了同病相怜的人，但实际上是
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奥地利有句俗话： 给森林限定个
范围，但让里面的树木自由生长。我们周
围的世界就如同这个森林，有其规则，你
不可能独立存在，总要被各种影响包围。
但是归根结底，影响你最多的，还是你自
己。是你来决定，到底是让自己被别人的
条条框框捆住，还是让自己自由地生长。

（作者欢迎中国读者通过电子邮箱
doris@naisbitt.com和她联系。）

2012，各国留学都有哪些新政策
本报记者 邱晨辉

实 习 生 李 林

英国留学签证紧缩， 赴英留学难度加
大。 日前， 教育部发布了今年头号留学预
警， 给打算赴海外留学的学生泼了一盆冷
水。

近年来，出国留学热度不减，教育部的
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
员总数为33.97万人 ， 较2010年增加5.5万
人，增长了19.32%，再创历史新高。与此同
时， 受2008年金融危机和去年欧债危机的
影响，欧洲和美国的财政接连受挫，直接影
响到其接纳留学生的政策。

在此背景下， 各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接
纳程度是否有变化？有什么新的留学政策？
有出国留学打算的学生该如何应对？ 带着
这些问题，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赴第十七
届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进行了采访。

多数国家对留学生持欢迎态度

出国留学， 费用仍是大多数留学生最
为关心的问题。

英国自今年4月6日开始实施紧缩政策
后， 将大幅提高外国留学生的生活费用证
明金额；在澳大利亚，因澳元对人民币汇率
持续升值， 该国部分学校学费也将有所增
长。 这些似乎都对留学生摆出了一副不欢
迎的姿态。

不过，法国、新西兰等国，却在奖学金
方面给出了优待。

法国于去年3月推出的优秀学生奖学
金项目又有新调整。 该国奖学金的候选人
范围，从已具有一定法语基础的学生，延伸
至希望到法国攻读英文授课， 或者先到法
国进行法语培训再进入专业课程学习的学

生；专业范围则在理工、经济与管理、法律、
政治及社会科学基础之上，新增城市规划、
可持续发展、环境经济、新闻、信息学、传媒
等专业。

新西兰政府则提供了一项全额奖学

金， 每年资助10名中国学生到新西兰进行
以研究为基础的学习。 对于没有申请这一
奖学金的博士生， 新西兰仅对其收取和国
内学生相同的费用以降低留学成本。

此外，前往意大利留学的学生，还将享
有和该国学生同等学费的待遇。

在签证方面， 英国最新的政策规定，
留学生毕业后， 第一层级即对英国的经
济和生产力发展有贡献的高端技术人才

的工作签证将不再继续 ， 抬高了留学生
留英求职的门槛 。 不过 ， 英国驻华使馆
专门负责教育推广的何颖告诉记者 ， 留
学生毕业后仍可通过两种新的途径申请

在英国工作。
第一种途径是， 获得英国认证机构授

予的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毕业生， 只要拿到
由英国边境管理局认可的担保机构发出的

雇佣通知书，并达到一定的技能水平，年薪
在2万英镑及以上，即可申请有雇主邀请的
技术工人的工作签证，申请人数不设上限。
第二种途径：“毕业生创业者签证计划”将
于今年启动，由英国大学负责甄选申请人。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
在签证发放方面， 则都向外国留学生抛出
了橄榄枝。

美国于2月13日开始，将对入境美国的
中国公民试行新的免面谈计划， 这项计划
将进一步节省申请人的时间和金钱。 加拿
大驻华大使馆教育官员张可告诉记者，在
加拿大，取得该国高等教育学历的学生，还
可获得最长不超过3年的毕业后工作签证，
如果具备了与专业相关一年以上的工作经

验， 则可通过申请经验类移民类别成为加
拿大的永久居民。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于2011年9月公布
了一系列的签证政策调整，包括发放2～4年
的毕业后工作签证、 降低部分学生签证申
请人的经济担保金额要求、简化签证审理、

取消就读单独英语强化课程 （ELICOS）与
中小学课程等。 这些新措施将在2013年前
逐步实施。

各国对留学生低龄化反应

不一，语言水平仍是首要要求
随着留学热潮的持续升温， 高中及以

下学历的低龄留学人员人数不断攀升。
对此， 澳大利亚使馆商务处教育领事

徐佩仪表示欢迎，她表示，澳大利亚每所中
小学都配有一套支持服务体系， 以保证小
留学生在澳大利亚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服

务和福利保障。
加拿大、英国、新西兰也对低龄留学生

敞开了方便之门。张可对记者表示，加拿大
的学校可以接受最小6岁的国际学生，但在
12岁之前，必须要有监护人陪伴学习。英国
则允许18岁以下的学生通过申请 “青少年
学生签证”赴英留学。新西兰也对移民条例
进行了新的修改，允许5岁以上的小孩申请
到该国留学， 并为小留学生提早出国学习
降低了门槛，不再要求必须有监护人陪读。

然而， 也有不少国家对小留学生关上
了国门。例如，荷兰要求，赴该国留学的学
生至少要高中毕业。

事实上，不少专家认为，低龄留学生海
外求学，可能在语言、学习、生活等许多方
面遇到困难， 使孩子容易因孤独产生心理
问题，对他们的成长反而会有负面影响。

意大利教育中心负责人邢建军同意上

述观点，“你如果语言不好， 会对那个国家
的历史背景、文化缺乏了解，你会感觉到非
常吃力。”

随着中国留学生数量的增加， 很多国
家都对留学生语言水平作了更为明确的规

定。2011年，英国明确规定，所有学习本科
及以上阶段课程的学生， 雅思成绩必须达
到5.0以上；荷兰则要求本科入学雅思达到
6分，研究生入学达到6.5分。

各国严格防范 “文凭工
厂”，建议选专业考虑当地就业
需求

不久以前， 美国北达科他州狄克森州
立大学曝出“文凭工厂 ”丑闻 ，在这座 “工
厂”里，中国学生比例高达96%，成为最大
的受害群体。

针对层出不穷的“文凭工厂”和“野鸡
大学”，各国均从法律政策上进行了规范。

澳大利亚从今年1月开始运行的高等
教育质量和标准署，其首要任务，便是确保
学生在任何一所澳大利亚高等院校都能接

受到高质量的教育。此前，澳大利亚还设立
了专门的法律 《2000年海外学生教育服务
法案》，来保障国际学生的权益及就读课程
的质量。

英国的高等教育院校， 一方面必须接
受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AA）的考核，另
一方面还配备自己的质量保障体系。同时，
英国的高等教育院校还必须满足英国边境

管理署(UKBA)的严格要求，才可招收和教
授国际学生。

荷兰， 大学和高等教育采用公开化管
理， 同时要求所有能够招收或有权力招收
外国学生的院校签署一项行为准则， 以确
保高等教育得到良好的控制和管理。

但同时，各国教育相关负责人也建议，
学生在选择学校时仍要进行仔细判别，多
找大使馆等官方部门进行咨询。

在专业选择方面， 不少留学生将商务
类和管理类专业作为自己的首选。 张可建
议， 选择专业时可以从留学地的就业需求
进行考虑， 例如留学加拿大的学生， 可以
选择加拿大行业优势较强的专业， 如农业
食品 、 自然资源 、 石油天然气 、 生命科
学、 计算机、 航天航空等。

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则建议， 赴法留学
的中国学生可以选择如航天航空等工程师

类专业。

4月11日， 在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 几名学生从校园入口处经过。 该校校园
附近11日凌晨发生一起枪击案， 一男一女两名中国留学生被枪杀。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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