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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天霹靂：科研經費突然取消

國家科學基金會取消已批准

的資助計劃

理由是「與聯邦政府目標不接軌」

，且決定不可申訴。

培養下一代科學教師的獎學

金計劃被終止

學生原本獲通知將獲獎學金，一天

後被告知取消。

大學凍結招聘新員工

前景不明朗，已批准的研究助理職

位也被取消。

數十年來，美國一直是科學研究的領頭羊，如今，這領先地位正面臨嚴峻挑戰。



夏威夷大學：重災區

招聘凍結

大學當局停止聘請新員工，

應對資金不確定性。

開支削減

非必要開支被削減，多個項

目被推遲或取消。

自願離職

東西方中心137名員工中，80%被通知可自願離職。



美國政策變化的影響

削減研發預算

特朗普總統提議大幅度削減聯邦研發預算。

取消大學資助

多間大學的研究資金被削減或取消。

收緊移民限制

更嚴格的移民政策使外國研究人員難以留在美國。

取消學生簽證

曾經參與示威學生被取消學生資格或者被拒絕入境。



特朗普政府的科研預算削減計劃

-50%
國家科學基金會

-50%
美國太空總署

-37%
國家衛生研究院



政府的科研優先方向

+人工智能 +量子計算

+核能-氣候變遷研究



科研生態系統的互依性

人工智能

依賴數學、神經科學、數據和電腦基礎設施

量子運算

仰賴物理與材料科學的基礎研究

核能

需要工程、環境安全、生態影響等研究



「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

打擊研究人員士氣

科研人員面臨前所未有的不確定性

限制年輕科學家發展機會

新一代科研人才難以獲得支持

損害美國全球科技競爭力

長期影響美國在國際科技領域的領導地位



科學家出走潮



科研預算削減的長期影響

短期：研究項目中斷

已開展的研究被迫停止，造成資源浪費

中期：人才流失

頂尖科學家轉向其他國家，形成人才外流

長期：創新能力下降

基礎研究不足導致突破性創新減少

最終：全球領導地位喪失

美國在科技領域的優勢被其他國家超越



美國人工智能優勢的基礎

國際人才流入

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優勢，

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外國出生的

研究人員。

頂尖研究機構

擁有無可匹敵的研究機構與龐

大的研發投入。

科技企業集中

谷歌、微軟、OpenAI等世界頂

尖科技公司吸引全球人才。



外國人才的關鍵貢獻

40%
中國背景研究員

美國頂尖人工智能研究人員中，近40%本

科在中國就讀。



舉足輕重的國際人才

李飛飛

來自中國，她在ImageNet項目的貢獻

引發了現代深度學習的浪潮。

蘇茨克弗

具有加拿大和以色列背，OpenAI 的共

同創辦人和前首席科學家。他同時是

AlexNet 開發的關鍵人物。

扎倫巴

出生於波蘭，是 OpenAI 的共同創辦

人之一，在 ChatGPT 的開發中扮演關

鍵角色。。



典型案例：陳凱的經歷

來到美國

加拿大籍人工智慧研究員陳凱來到美國發展。

專業貢獻

在OpenAI工作，對GPT-4.5做出重要貢獻。

十二年等待

在美國生活和工作了十二年。

綠卡被拒

儘管貢獻良多，仍被拒發綠卡。



人才流失案例：齊國君

美國科技巨頭任職

曾在微軟和華為美國研究院擔任重要職位。

離開美國

決定離開美國，回到中國發展。

西湖大學發展

現於中國杭州的西湖大學主持機器感知與學習實驗室。

帶領研究團隊

指導二十名研究人員開發圖像、影片與虛擬環境的深度學

習模型。



人才流失案例：Alex Lamb

美國科技公司經歷

曾在亞馬遜和Google Brain任職，

目前於微軟紐約實驗室擔任資深

研究員。

轉往中國發展

即將轉往中國北京的清華大學發

展。

未來職位

將於2025年秋季起在清華人工智慧學院擔任教授。



歐洲的人才吸引策略

超級研究經費

提供豐厚的研究資金支持

長期合約

提供穩定的工作保障

搬遷補貼

協助研究人員順利遷移

歐盟推出總額達5.66億美元的「選擇歐洲發展科學」計畫，目標是讓歐洲成為對研究人員更具吸引力的地方。



法國的開放政策

科學安全地

艾克斯馬賽大學推出「科

學安全地」計畫。

快速反應

幾天內就吸引超過六十份

來自美國的申請。

針對性支援

專為在其他地方面臨困難

或感到不受歡迎的研究人

員設計。
政策考量

尤其考量到美國日益收緊

的政策環境。



加拿大的吸引策略

簡化簽證流程

提供便捷的入境通道

快速入境計畫

加速人才移民程序

友善研究環境

營造適合科研的氛圍

加拿大透過「全球人才計畫」和「快速入境」等快捷簽證通道，讓美國研究人員與科技專業人士能迅速遷徙。



中東與印度的人才策略

海灣國家投資

阿聯酋和沙地阿拉伯正大舉投資人工智能基礎建設，並將其整合

至能源產業中。

打造資源豐富的生態系統來留住與吸引全球人才。

印度人才回流

一向是頂尖工程師淨出口國的印度，如今也正成為自家人才的使

用者。

國內科技產業崛起，加上美國移民政策趨嚴，使更多高技術人才

選擇留在本國。



中國積極招募

美國裁員

政府效率部對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和國家衛生研究院等多個美國聯邦

機構採取裁員

人才招募

中國針對在美國被裁的科學家展開

人才招募行動

廣告宣傳

LinkedIn、Craigslist與多家主流媒體

上出現招募廣告

搬遷支援

提供「全套搬遷支援」到深圳等中

國城市



美國本土人才培養的挑戰

與全球同儕相比，美國學生對STEM領域興趣偏低和成績平平。許多本土美國人無意投入這些領域。

即使大力投入資源，培養新一代本土人工智能研究人員也需時多年，恐趕不上目前正逐漸流失的專業水平。



未來展望：搬石頭砸自己腳？

美國優勢 無可匹敵的研究機構

龐大的研發投入

頂尖人工智能企業的集中度

面臨挑戰 全球正在重新塑造人工智能的競爭格局

人才持續流失

政策不利於吸引和留住國際人才

除非美國能夠扭轉現時搬石頭砸自己腳的做法，否則在此消彼長之下，美國的優勢將會逐漸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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