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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BE_8E_E7_AD_BE_E8_c107_332459.htm 签证过严引发美国

留学市场连锁反应，美国有关方面开始着手简化签证程序 近

日，美国国务院领事局表示，他们已经在努力疏通颁发学生

签证的手续，希望能够在30天之内完成特别审查程序，以提

高学生签证的效率。为此，美国国会还向国务院增拨款项，

并在美国各驻外使领馆增加了350名签证官。美国国际教育研

究院院长古德曼说，这项学生签证特别审查程序估计今明两

年会出现明显的改进。而近日在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

也公开表示，从去年开始，从美国国内到驻华大使，再到领

事官员，都在尽一切努力简化签证程序，缩短签证时间，美

国希望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人数能够尽快上升。 在前一段时间

举办的国际教育展中，美国院校前来参展的并不多，同时美

国院校的展台也没有其他的展台那么火爆。 一直以来，“移

民倾向”问题被认为是美国签证中最难的环节。京城留学咨

询公司美国部首席顾问陈睿铭告诉记者，“移民倾向”使用

“有罪推定”原则，假设所有申请非移民签证的申请者的真

实目的是想滞留在美国，申请者必须设法说服签证官相信其

毕业之后会立即回中国。 “移民倾向”实际是个谎言 著名美

国留学咨询专家徐小平认为，“移民倾向”其实是美国签证

当中最大的谎言。因为从过去的经历来看，去美国留学的人

中仍有一些留在了美国，但是美国依然一如既往地为国外学

生提供着签证。徐小平认为，目前美国签证政策并没有改变

，而变的仅仅是这一政策的执行尺度。这一尺度的变化跟美



国国内的社会局势有密切关系。当签证尺度宽松的局面下出

现了部分安全问题时，尺度便会收紧；而当紧缩引起了国内

企业、科研和学校的严重不满时，这一尺度又开始逐渐放松

。目前正是到了尺度放松的周期了。 美国签证放开将是大势

所趋 另据美国使馆非移民签证处主任Robert、签证官N ancy

透露，2004年上海领事馆的签证率高达70%，北京略低于上海

，但远远高于2002年和2003年的水平。徐小平分析说，美国

签证放开是大势所趋，如果没有突发事件（如911等），今

后3年－5年美国留学将朝着越来越宽松的方向发展。而京城

留学公司美国部首席顾问陈睿铭甚至预测，中国内地有望掀

起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后新一轮的美国留学热潮。 ■严格

签证的影响 中国留学美国出现市场萎缩 从911以后，美国签

证大幅紧缩，拒签率高，签证延迟率高。据记者了解，北

京2003财年留学生签证拒签比率高于63％，美国入境签证申

请的延迟时间在2004年平均高达4个月-5个月。尤其是申请激

光、生化等敏感专业的学生，对其进行的背景审查可能会长

达半年到一年。 中国学生申请赴美热情受挫 由于美国签证负

面影响，中国学生申请留学美国的热情已经大幅下挫。据记

者了解，2004年注册参加美国研究生入学资格考试（GRE）

的中国学生数量比去年下降了50%左右，而参加托福考试的

学生数量也有一定的下降。国内进行GRE、托福等的培训机

构相关业务量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留学目的国英国、澳洲

更受宠 而随着英、澳等地不断加大在华宣传，并且进一步改

善了签证程序，更多的学生开始选择英国、澳洲作为新的目

标。英国等国家以其便捷的签证程序和极高的签证率，成为

留学市场上取代美国的新热点。 留学中介留美业务减少 国内



留学中介机构也纷纷淡出了美国留学市场。记者从业界了解

到，2003年约有四分之三左右的中介机构不再办理美国业务

，不少专门从事美国留学的机构倒闭或者转行，过低的签证

率让部分中介缺少经济收入，同时也让中介在学生中失去了

信誉，造成了恶性循环。在近年来几次大型的留学教育展会

上，美国留学也均沦为了配角，美国留学真正进入了冰封期

。 美国 签证现状引起各界不满 据徐小平介绍说，过严的签证

审查尺度已经开始影响到了美国经济的多个领域，尤其引起

了高校、科研机构的强烈不满。 商界、旅游界生源减少，收

入萎缩 据美国经济学家统计，仅在2002年，美国就从外国学

生缴纳的学杂费、生活费及其他消费中赚取130亿美元的收入

，国际教育产业已经成为美国第五大服务领域收益来源。而

签证尺度的收紧，造成了生源减少，国际教育市场急剧萎缩

，对美国的经济开始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引起了商业界、旅

游界人士的极大不满，他们要求政府改革签证制度以确保该

领域经济的持续增长。 高校外国生源[1] [2] 下一页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