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1B與美國工作倫理的爭議

維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是當選總統特朗
普的人工智能顧問，最近他就H-1B簽證計劃發表了具有
爭議性的言論，他認為美國文化「長期以來崇尚平庸而
非卓越」 ，於是乎，一石激起千重浪！。

余創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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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馬斯瓦米對美國文化的批評

崇尚平庸

美國文化崇尚平庸而非卓越。

錯誤的價值觀

美國人尊崇舞會皇后而非
數學奧林匹克獲獎者，敬
重運動員而非優等生。

工程師質量

這種文化傾向不會產生最
優秀的工程師。



情景喜劇的影響

他指出90年代的情景喜劇宣揚了錯誤的人物典
範。

移民父母的做法

他聲稱認識多個移民父母，限制孩子接觸此類
節目，因為這些節目鼓勵平庸。



拉馬斯瓦米的觀點

智商不是問題

美國並不存在先天的智商缺陷（隨後再討論） 。

文化因素的影響

由於文化因素，美國無法培養出最優秀的工程師。

全球競爭的現實

在激烈競爭的全球技術專業領域，平庸是不夠的。



對拉馬斯瓦米言論的反應

特朗普支持者的反對

特朗普支持者和極右翼人士強烈
反對拉馬斯瓦米的立場，認為這
與特朗普的移民政策相矛盾。

尼基·黑利的反駁

前聯合國大使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尼基·黑利表示： 「 美國工人或文
化沒有任何問題。我們應該專注於
投資在美國人身上，而不是外國勞
工。」

極右翼活動家的批評

極右翼活動家勞拉·盧默（Laura Loomer）對H-1B政策發起了帶有種族
色彩的批評，指責拉馬斯瓦米支持「大舉替代」，但隨後因錯誤指
控拉馬斯瓦米向賀錦麗捐款而道歉。



更多反應和辯論

1 邁克·塞諾維奇的挑戰

2 H-1B簽證持有者的感受

著名右翼人物邁克·塞諾維奇（Mike Cernovich）質疑拉馬斯瓦米暗示美國需要H-1B簽證而達
到繁榮的觀點。
他說：大型科技公司是造成外國工人數量增加的罪魁禍首，現在他們想要更多的 H-1B 簽證
來彌補自己造成的破壞。

一些H-1B簽證持有者，如Madhav Rao Pasumarti，感到受辱和擔憂，特別是「入侵者」和 
「 廉價勞動力」等標籤。



更多反應和辯論

馬斯克的支持

4 特朗普的立場

馬斯克與拉馬斯瓦米一同被任命領導特朗普提議
的政府效率部，他支持拉馬斯瓦米關於技術工人
簽證的觀點。

即將上任的總統特朗普最終站在了馬斯克和拉馬
斯瓦米一邊，儘管之前有過批評，但仍為H-1B簽
證計劃辯護。

班農反馬斯克

前白宮顧問班農（ Steve Bannon ）批評馬斯克十分
邪惡，馬斯克推行科技封建主義，富豪利用H1B來
謀取利益。「提爾（ Peter Thiel ） 、薩克斯
（ David Sachs ） ，還有馬斯克都是南非白人。」



早在2007年，谷歌已呼籲增加H1B簽證配額，
以解決高科技人才短缺危機。谷歌將其成功
歸因於美國對移民的開放態度。谷歌聯合創
辦人謝爾蓋·布林出生於俄羅斯。



2011年，日裔美國物理學家加來道雄
博士表示：「美國擁有科學界所知最
差的教育體系 ， 我們的畢業生只能
與第三世界國家相提並論。如果我們
正在培養出一代傻瓜，美國的科學體
系怎麼會沒有崩潰呢？這個秘密武器
就是 H1B。如果沒有 H1B，這個國家
的科學體系將會崩潰。忘記谷歌吧！
忘記矽谷吧！如果沒有 H1B，就不會
有矽谷。」

Speech of Michio Kaku on 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K0Y9j_CGgM








美國工作倫理的歷史影響

新教工作倫理

美國的工作倫理深深植
根於國家的發展歷史，
殖民時期的新教工作倫
理、西漸運動的拓荒精
神，促使美國人創新、
奮鬥。

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塑造了一種重
視勤奮工作、自力更生
和個人責任的文化 ，
美國成為了機會之邦，
為人民提供了美國夢。



影響美國工作倫理變化的因素

1 世代價值觀的轉變

2 不切實際的期望

3 教育的失敗



• 根據CNBC的數據，儘管就業市場有1130萬個工作
崗位，但雇主很難填補這些空缺。

• 達拉斯佳能公司總裁格雷格布朗（ Greg Brown ）
稱，他提供的工資最高為每小時30美元，但仍然
找不到願意來工作的人。

• 許多人將此歸因於疫情，但這種工作倫理的崩壞
在2020年之前就已經明顯地浮現出來。

• 研究顯示，不同世代對工作有不同的看法。皮尤
研究中心 2010 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千禧世代（當
時年齡為 18-29 歲）是唯一一個沒有將工作倫理
作為其「主要宣示的特點」（ principal claims to 
distinctiveness ）之年齡層。這表明，與老一代相
比，年輕一代對工作的看法可能已經發生轉變。



年輕一代的工作價值觀

工作生活平衡

年輕工人通常比前幾代人更重視
工作生活平衡。

靈活性

靈活的工作安排成為年輕一代
的重要考慮因素，特別經歷了
新冠疫情之後，人們不願意被
困在辦公室或者工廠。

有目的的工作

年輕一代更看重有意義和有目的的工作，要跟隨自己的心靈與熱情。
結果是：很少人讀具挑戰性的學科，擔起困難的工作。



年輕一代的工作價值觀

希望速成而作出不切實際的期望

• 人們越來越重視消費主義和即時滿足，導致人們不再腳
踏實地、專注於長期目標。

• 根據Venessa Wong在2024年12月21日發表的文章，Z世代
的許多年輕美國人認為他們必須在財務上達到更高的成
功目標，其夢想薪水是每年超過50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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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商與教育程度掛鉤嗎？

• 截至2022年，美國25歲及以上成年人的教育程度如下：

• 學士學位：23％的人最高教育程度為學士學位。

• 高級學位：14％完成碩士、專業學位或博士學位。

• 在中國，25至64歲成年人的教育程度如下：

• 學士學位：約7.8％的人已獲得學士學位或同等學歷。

• 碩士學位：約1.1％已完成碩士或同等高等教育學位。



教育系統的問題：三歲定八十？

1 學生缺乏工作倫理

根據我的經驗，許多學生缺

乏工作倫理和對教師的尊重

。一些學生經常缺席。有些

人在課堂上看電影和聽音樂

。這些行為非常明顯，因為

他們在課堂上戴上耳機。

2 教師無能為力

教師對此無能為力，因為合

同續簽和晉升主要基於學生

對老師的評估 ，造成老師不

敢「得罪」學生。

3 領導層的錯誤歸因

不幸的是，領導層經常責怪

教師，而不是學生。

4 態度延續到工作場所

這些學生畢業後，會將同樣

的態度帶到工作場所。



美國科學學會在1月8日公布了
雷傑納隆科學獎300名入圍者
的名單，這項比賽被譽為少
年諾貝爾獎。
參賽者來自美國33州、華盛頓
特區、中國大陸、香港、馬
來西亞和瑞士等地區及國家
。
在300名少年學者裏面，華裔
學生佔了120名。
這只是華裔學生眾多成就之
一，這是否顯明了中華文化
的工作倫理具有值得借鏡的
地方呢？
若果美國削減甚至取消H1B簽
證，這是否自壞萬里長城、
自斷千尋鐵鎖呢？


	Slide 1
	Slide 2
	Slide 3
	Slide 4
	Slide 5
	Slide 6
	Slide 7
	Slide 8
	Slide 9
	Slide 10
	Slide 11
	Slide 12
	Slide 13
	Slide 14
	Slide 15
	Slide 16
	Slide 17
	Slide 18
	Slide 19
	Slide 20
	Slide 21
	Slide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