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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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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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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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称交钱就上大学 涉及非法招生诈骗
王芳的经历不是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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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考的很不理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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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生骗局屡禁不绝 生存空间正在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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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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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筛除虚假信息 强化监管严厉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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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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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综合消息

只要花2万元就能上目标学校？

超七成年轻人存款不足10万元
都说当代年轻人，是“矛盾”的综合

体。
就拿消费这件事说，不少网友表示：

30 元一杯的咖啡随便喝，20 元的视频会
员必须借；一两百元的火锅敞开吃，10元
的邮费不能掏。同时，围绕“年轻人存款”
的相关话题也总能引发网友激烈讨论。
比如“26岁我的真实存款”“专家称年轻人
不应该拼存款”等话题总能霸榜微博热
搜。

年轻人的消费与存钱观念，似乎成了
一个谜。

近日，记者对生活在一线与二线城市
年龄在 20 岁～30 岁之间的年轻人，进行
了一次关于“存钱与消费”的线上问卷调
查。通过 2035 份有效问卷，我们对目前
年轻人的存款现状、消费观念、存钱态度
等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超七成30岁以下年轻人，存款不到
10万元

首先是直奔主题的存款调查。在
2035 份有效问卷中，存款在 10 万元以下
的年轻人占比超七成；可见大部分的年轻
人并没有太多存款。

大部分年轻人的存款，主要集中在3
万元以下以及 3 万元～10 万元这两个存
款区间。

存款超过 50 万元的年轻人，占比不
超过2%；而存款超百万元的人，更是少之
又少；超2000名受访者中，存款过百万元
的仅有个位数。

对于现有存款的来源，大部分年轻人
表示存款主要来自自己的工资收入。

此外，也有部分年轻人靠着兼职副

业、奖金、父母家人支持等方式，攒下了部
分钱。

从这些受访者的月收入状况来看，接
近七成的年轻人表示自己的月收入在 1
万元以下。

整体来看，这些年轻人的月收入水
平 主 要 集 中 在 5000 元 ～8000 元 以 及
8000元～10000元这两个收入区间。

表示自己平均月收入可超过 5 万元
的，只有1%。

总的来说，大部分年轻人的月收入都
在5000元～10000元之间；每个月收入能
超过1.5万元的年轻人，不到20%。

从这些年轻人的身份状态来看，近七
成年轻人还没有步入婚姻，依然单身或者
还在谈恋爱阶段。

已婚有小孩，具有养娃压力的年轻人
占比较少，只有10.5%。

挣的钱花哪儿了？存的钱放哪儿了？
大致了解了这些年轻人的收入情况

与储蓄情况后，接下来的问题就主要围绕
“钱的去向”而展开。

首先是年轻人，挣的钱都花哪儿了？
有近75%的受访者表示，房租房贷是

自己每个月的支出大头。
此外，在日常吃饭、买衣服包包、社交

娱乐、美容护肤、旅游等方面，自己每个月
也要支出不少。

可以看出，当代年轻人的消费形式比
较多样化，除了最基本的吃与住外，年轻
人也愿意把钱花在提升自我、丰富自我的
事情上。

其次，存下来的钱，都放哪里了？
大部分年轻人表示自己把存下来的

钱放在了微信或支付宝里面，也有部分年
轻人把存下来的钱放在银行或投资基金
股票等。

至于存下来的钱打算干嘛，问卷显
示，买车买房和早日退休是年轻人存钱的
主要动力。

可见如今的年轻人，一边被现实的房
车压力困扰，一边也在为早日过上自由的

“退休生活”而奋斗。
对于存钱，大家态度如何？
事实上，关于存钱这件事，年轻人也

没少努力。
问卷显示，有超八成的受访者表示，

自己是有设定过存钱计划的。
不过有接近40%的年轻人表示，虽然

自己设定了存钱计划，但是计划总是赶不
上变化；能够按时完成存钱计划的年轻
人，不到25%。

但对于没有完成存钱计划这件事，大
部分年轻人还是很佛系的。

有34.3%的年轻人表示，自己即便是
没有完成存钱目标，也是心态平和；有
26.2%的人更是直接躺平，认为自己能存
多少是多少。

只有23.5%的年轻人，会因为没有完
成自己给自己设定的存钱目标而感到焦
虑。

最后，当被问到要存多少钱才能让自
己“退休”时，有超五成的受访者表示，自
己若有 50 万元~200 万元的存款，就会考
虑“退休”。

当然，也有不少年轻人表示，“退休”
这件事情与存款没有关系。

本报综合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