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假大学招生骗局严重侵害考
生权益，该如何治理？

“由于接受高等教育在我国具有
深厚的文化传统，因此，需要加强法
治教育，让社会公众理解大学（高等
教育机构）设置的基本规则以及如何
获取有效的高等教育信息等。”周详
说，从治理的角度，应当加强欺诈行
为的查处和刑事处罚力度，同时从高
中学段和高考报名开始就加强相关
信息的宣传，将学制和教育法律法规
作为“道德与法治课程”的一部分，进
行知识普及，做到高考信息获取渠道
的全覆盖。

“互联网平台传播速度过快，网
友的信任基础并不是信息本身，而是
平台。”储朝晖认为，互联网平台应当
承担起责任来，若确定信息是虚假
的，应当及时删除。同时，也应当对相
关信息进行初步筛选，至少要将明显
虚假的信息筛除出去。

记者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中国邮
电大学”，出现的第一条链接是北京
邮电大学，并显示：中国邮电大学是
一所位于北京的虚假大学。

储朝晖对此表示认可，同时指

出 ，还 要 提 升 家 长 、考 生 的 辨 别 能
力 ，如 果 可 以 有 效 辨 别 虚 假 大 学 ，
那么虚假大学将没有市场。政府也
应当积极作为，对明显的带有欺骗
行 为 的 责 任 主体，要进行严厉的处
罚和监管。

“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正在
多元化，通过各种形式途径渠道接受
高等教育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
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招生过程缺乏
必要的透明度，就会导致这种日益丰
富 的 高 等 教 育 资 源 滋 生 出 招 生 骗
局。”蔡海龙说。

蔡海龙认为，对于招生骗局的处
理应根据其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
予以区别对待。对于招生代理机构和
完全意义上的虚假大学，应当坚决予
以取缔。对于本身具有合法资质的教
育培训机构或是根据授权从事高等
继续教育的校外教学点，由于其开展
的非学历教育培训或助学辅导的活
动本身是合法的，其虚假招生行为往
往源自于为招揽生源作出的虚假宣
传与不实承诺，须强化对这类机构的
招生和办学行为的监管，确保其依法
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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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即将开始。
近日，教育部发布提醒称，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
驱使，利用考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针对招生录
取等环节实施诈骗，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据了解，考生遭遇招生诈骗的常见情形是：
“一不小心”上了虚假大学——只要不在教育部
公示名单里的办学机构，就是虚假大学。

一些考生是怎么落入虚假大学、野鸡大学等
招生骗局的？这些招生骗局何以屡禁不止？又该
如何治理？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轻信包过实为自考
艺考生遇违规招生

来自河南省周口市的王芳（化名）是今年高考应届
艺术生，一度以为自己很幸运、能上个本科的她，现在可
能“连个好点的大专都没得上了”。

事情还要从去年底说起。当时，王芳颇为焦虑，因为
她转为艺考方向的时间较晚，专业课成绩相对不佳。准
备报校考（艺术类院校对于高三年级艺术类考生单独进
行的考试）时，她在多个艺考生常用的 App上发帖求助，
不久便收到一名自称某高校招生老师的回复：才艺展示
没那么局限，只要上得了台面就可以。

为获取更多信息，王芳加了这名招生老师的社交账号。
老师对她非常热情，极力推荐王芳上其所在高校的助学班，
称“我们学校有编导专业，今年是好机会，扩招一千人”。

王芳向记者回忆说，她反复向这名招生老师确认助
学班是否为全日制？均得到肯定答复：“是全日制的，有
全日制的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

“我本来半信半疑，但那段时间我们经常聊天，就像朋
友，他说可以直接走亲属关系的名额，但不能外传。”王芳
说，老师很关心她的生活，高考前还在鼓励她，称学校的每
名老师都有 5个内部名额，交 400元就能保证她的校考直
接通过。

2023 年 1 月，王芳支付了 400 元费用。招生老师随
后告诉她，初审已经通过了。

记者查询发现，助学班全称全日制自考本科助学
班，是教育部针对上不了统招本科的学生的一项政策，
允许部分教学资源有剩余的本科院校开办助学班。考生
入学之后接受全日制的授课和管理，但修满学分后授予
的是自考本科学历，并不是统招的全日制本科学历。

但王芳发现这一问题时为时已晚。“以为有了不错
的保底学校后，我就放弃了校考，回学校学习文化课了，
现在自己文化课考的分数也不理想，如果不去助学班，
连个好点的大专都没得上。”王芳说，而去助学班，一年
学费好几万元，花这么多钱却只能得到一个自考学历，
她觉得自己“被骗了”。

“有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其本身并不具备进行高
等学历教育的资质，所招收的学生须通过参加成人高
考或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方能取得学历学位，却往往使
用‘包过’‘包录取’‘不用上课’‘不用考试’等广告，或
宣称为全日制学历等进行违规招生，考生要提高警
惕，谨防受骗。”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
副院长蔡海龙说。

王芳的经历不是孤例。
上海市静安区的李女士向记者讲述

了身边人的经历：前两年，她家里住了一
位高考生，孩子考得很不理想，但让人没
想到的是，她家的信箱很快被“大学录取
通知书”塞满了，“从名字看，这些学校都
大有来头，后来我们一一认真核实，全是
野鸡大学，大家白高兴一场。”

记者根据公开信息梳理，近年来遭
遇高考骗局的考生不少。

在一社交平台上，记者看到有多位
网友吐槽××学校为“骗子”，号称交钱就
能帮助考生上理想的大学。记者自称是
一名湖南应届高考生，成绩 330 多分，联
系上该学校招生老师进行咨询。

对方告知，这个分数有点低，而且“时
间太晚了”，本科“悬”了，但可以保证上好
的公办专科。“只要花 2万元，100%可以上
一个好的专科。”对方给出了两种选择：一
是保证 100%去目标学校，价格是 2万元；
二是支持填报，不保证学校的质量，价格
是几千元，“我们主打信息差，哪所学校缺
人，可以把你搞进去，就这样子。”

当记者说不能上本科遗憾时，该招
生老师说可以运作“专升本”，专升本也

有两种方案，需要额外交钱，“专升本之
后就是全日制本科了”。

然而，记者在第三方商业查询平台
上查询发现，这所“××学校”属于民办非
企业单位，业务范围是“中职学历教育、
职业培训”。招生老师所说的显然超出了
企业注册所填写的经营范围。

“为争取生源，一些民办高校将招生
代理权承包给中介机构。他们打着高校
的旗号去招生，利用信息不对称，混淆民
办高校的办学身份，非法颁发或伪造学
历证书。”蔡海龙说。

他分析道，这实际上是虚假承诺。考
生先进入专科类职业学校读三年，拿到
专科学位之后，再经过由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委托授权给有资质的学校进行考核，前
往普通高等学校里面去读两年书，通过答
辩之后可以获得本科学位，但这也是以考
生完成一定的学业、达到一定的水平并通
过考核为基础，不可能保通过。

对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说：“经营范围超过了注册范围，
或者一些培训机构、成人教育机构，通过
自学考试的渠道参与其中，涉及非法招
生和诈骗问题。”

记者注意到，教育法、高等教育
法、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等法
律法规，对高等学校的设立、组织和
活动进行了严格的规定。那么，为何
虚假大学、野鸡大学的招生骗局屡禁
不绝呢？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
教授周详分析称，作为一种诈骗的特
殊方式，虚假大学利用家长和学生的
信息不对称和花钱上好学校的侥幸
心理进行诈骗。

在蔡海龙看来，现实中，仍有相
当一部分人无法接受正规的高等教
育，而随着文凭主义的兴起，一些用
人单位在人员聘任、职级晋升中越来
越多地强调学历学位证书的作用，进
一步加剧了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
争夺，这无形之中就为虚假大学的生
存提供了土壤。

前不久，相关平台公布了国内
392 所虚假大学名单，引发社会高度
关注。储朝晖指出，2022年，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达 59.6%，虚假大学生存空
间正在变小，“我的基本判定是，现在
在中国境内实际还在开展活动的虚

假大学的数量不是很多了，真正在运
作的没有名单上面那么多。”

北京前进大学在虚假大学名单
上，记者查询北京前进大学网站发
现，只能打开一个主页，而点击学校
新闻等选项，已经打不开了。

储朝晖分析称，虚假大学往往采
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利诱，一些机构
给考生和家长甜头，表示可以降低
分数优先录取；还有一种打灰色的
擦边球，典型的就是中国邮电大学
冒充北京邮电大学。大多数家长和
考生可以辨别第二种情况，但往往
难以辨别第一种情况，再加上迫切希
望通过考试、考上好大学的心态，就
可能受骗。

蔡海龙认为，对高等学校招生录
取工作予以规范的专门性法律法规
较少，也是虚假大学实施招生骗局屡
禁不绝的原因之一。教育部于 2014年
颁布制定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
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但这属于部门
规章，所具有的效力等级较低，且适
用范围限于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招
生，实践中对虚假大学的规制有限。

招生骗局屡禁不绝 生存空间正在变小

平台筛除虚假信息 强化监管严厉查处

图文据《法治日报》

号称交钱就上大学 涉及非法招生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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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强降雨已致15人死亡 4人失踪
国家防总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新华社重庆7月5日电 受连日强降雨
天气影响，长江一级支流——位于重庆万州
区的五桥河水位持续抬升。7月 4日凌晨，临近
五桥河的万州区五桥街道红星街、五一街等
地势低洼区域发生洪涝、道路积水等情况，大
量民房被淹，险情汹涌。当地居民回忆说，只
见大雨滂沱，水从河边蔓延到公路上，一楼临
街的商铺、住宅被淹。

雨情越来越严峻，清晨 4时 50分，五桥街
道启动防汛应急响应；5 时，五桥老街上空响
起急促的警报声，唤醒睡梦中的居民。

“大家还在睡梦中，救援人员就来敲门
了，组织我们及时撤离，最终躲过了洪水。”五
桥街道五间桥社区居民樊启全回忆道。

“涨大水了，赶快起床！”向全心是当地协
助防汛的热心人士，他挨家挨户敲打居民的
家门，敦促大家尽快撤离。“我一边抵着门用
手捶打，一边声嘶力竭地喊，嗓子都快喊破
了。”向全心说。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五桥老街一带的
居民在救援人员的组织下有序撤离。向全心
也敲开了 20 多户人家的大门，得知水情的居
民立即动身，向高处躲避。

转移群众，一个也不能少。78 岁的张声
兰老人行动不便，转移困难，被困家中。了
解到这一情况后，五桥街道工作人员周东
和协警程启华及时赶到她家中。此时，洪水
已涨至张声兰家卷闸门的中部。但因洪水

中泥沙太多，钥匙根本无法插入锁眼，门已
无法打开。

眼看雨情凶险，洪水还在上涨，情况十分
危急，必须当机立断！周东找来一把斧头，在
门上砸开一个口子。周东和程启华顺势劈砸、
撕拉卷闸门上的铁皮，形成大洞后，两人从洞
口爬入，急忙将张声兰从屋内救了出来。应急
救援人员一路将老人护送至安全地带。

万州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在五桥街道发
生洪水后，区里组织多方力量 500 余人参与
救援，安全转移群众 4500 余人，救援被困群
众 112人。

作为山区河流，五桥河涨水凶猛，退水
也快。记者在现场看到，4 日中午时分，洪水

完全退去。当地组织各方力量，抢抓时间开
展清淤作业、卫生消杀，畅通路、电、水等基
础设施，保障临时安置，全力恢复生产生活
秩序。

在洪水肆虐过的老街上，记者看到沿街
居民、商户忙着清理淤泥，归置、清洗各类物
品。沿途有不少武警官兵、民兵队伍及环卫
工人等协同开展清淤作业。

“在大家的帮助下，家里的淤泥已经基本
清理完。”五间桥社区居民付兆明说，他自己
也要投入到灾后重建中，帮助有需要的人，和
大家一起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5 日早上，雨过天晴，明媚的阳光洒落在
五桥街道，人们正满怀信心重建家园。

与时间赛跑 不落一人 ——重庆万州五桥洪灾一线救援直击

7月 4日，在重庆市万州区长滩镇，武警官兵在转移被困群众。新华社发（李东 摄）

新华社重庆7月 5日电 记者
从重庆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截至 7
月 5 日 7 时，当地新一轮强降雨已造
成 15 人死亡、4 人失踪，13 万余人受
灾。7 月 3 日以来，重庆市大部地区
出现阵雨或雷雨，强降雨主要集中
在长江沿线地区，巴南区、潼南区、
合川区等 17 个区县的 136 个雨量站
达大暴雨。其中万州区长滩镇出现
特大暴雨，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

截至 7 月 5 日 7 时，此次强降雨
导致万州、涪陵、巴南、长寿、江津、
南川、万盛、綦江、梁平、开州、武隆、
城口、丰都、忠县、云阳、奉节、巫山、
巫溪、石柱等 19 个区县 303 个乡镇

（街道）遭受洪涝、地质灾害，造成
134060 人受灾，因灾死亡 15 人，因
灾失踪 4 人，另有 7500 余公顷农作
物受灾，212 间房屋倒塌。根据灾情
发展情况，重庆市应急总指挥部办
公室将救助应急响应升级为Ⅲ级，
并紧急向万州区调拨帐篷、折叠床、
应 急 灯 、毛 巾 被 等 应 急 救 灾 物 资
2900 余件。当地正加快推进各类灾
害险情处置，及时对受损区域场所、
市政设施、民生设施、建构筑物等开
展应急处置，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
序正常。

又讯 记者 7 月 5 日从应急管
理部获悉，当日凌晨，国家防总派出

由应急管理部副部长、水利部副部
长王道席带队的工作组赴重庆万州
指导防汛抢险救灾工作。

7 月 3 日至 4 日，重庆市万州区
多地遭受暴雨袭击，引发洪涝和地
质灾害。3 日，国家防总针对重庆等
省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4日下
午，国家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
家Ⅳ级救灾应急响应。4 日晚，应急
管理部相关负责人在国家应急指挥
总部与重庆市政府负责人和重庆应
急管理局、重庆消防救援总队、重庆
万州消防救援支队视频连线，调度
指导防汛救灾工作，要求强化责任
措施落实，确保救援安全，严防次生
灾害，做好受灾人员基本生活保障，
同时密切关注未来 24小时周边县区
雨情，强化防范应对准备。

7 月 5 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
紧急预拨 3 ．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
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四川等 16 个
省（区、市）做好洪涝、地质灾害救灾
工作。

其中，防汛救灾资金 2．5 亿元，
地质灾害救灾资金 0．7亿元，由地方
统筹用于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
救助，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
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
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
民房修复等工作。

世界气象组织宣布

厄尔尼诺条件形成
新华社日内瓦7月5日电 世界气象组织 4

日宣布，热带太平洋七年来首次形成厄尔尼诺条
件，这可能导致全球气温飙升、破坏性天气和气
候模式的出现。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彼得里·塔拉斯在新闻
稿中说，厄尔尼诺的出现将大大增加打破气温
纪录的可能性，在世界许多地方和海洋中也可
能会引发极端高温。世界气象组织宣布厄尔尼
诺出现，目的是动员各国做好预警，提前应对，
以减轻对人类健康、生态系统和经济的影响。

上月 8 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发布
警报说，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出现，预计持续到冬
季，可能会发展为中度厄尔尼诺现象或强厄尔尼
诺现象。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更新说，结合世界
多地的模型预测和专家评估意见，2023年 7月到
9 月间出现厄尔尼诺事件并持续到年底的可能
性为 90％，且“至少为中等强度”。

世界气象组织今年 5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
测，受温室气体排放和厄尔尼诺现象影响，2023
至 2027年这五年内至少有一年会打破 2016年创
下的高温纪录，这一概率达到 98％。

按世界气象组织说法，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
气温的影响通常在它出现后一年内显现出来，因
此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对气温的影响可能在 2024
年最明显。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气候模式，一般
每 2至 7年发生一次，通常持续 9至 12个月。它与
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海洋表面温度变暖有
关，影响太平洋周边地区的洋流和气流，进而给各
地天气带来变化，通常干旱少雨的地区可能发生
洪涝，而某些多雨的地区可能出现干旱。

美气象机构：

7 月 3 日是全球有记录
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一天

新华社华盛顿7月4日电 美国气象机构 4
日公布的初步测量结果显示，7月 3日是全球有记
录以来平均气温最高的一天，首次超过17摄氏度。

根据隶属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
国家环境预报中心自 1979 年有记录以来的数
据，7 月 3 日全球地球表面上方 1.5 至 2 米高度测
量的平均气温为 17.01 摄氏度，这一数据超过了
去年 7 月 24 日创下的 16.92 摄氏度的最高纪录。
但这项新纪录尚未得到其他测量结果的证实。

该中心数据还显示，在 1979年至 2000年间，
7 月初地表上方 1.5 至 2 米高度的平均气温为
16.2摄氏度。

随着北半球进入夏季，全球平均气温在 7 月
底或 8 月初通常会持续上升，7 月 3 日的新纪录
可能会很快被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