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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数据支撑”“专业团队运作”“一对
一定制服务”“考得好不如报得巧”“同分不同
途，分数决定人生岔路口”……

随着今年各地高考分数的陆续公布，填
报志愿成为当下考生及家长的重中之重。记
者近日调查发现，网络平台上涌现大量高考
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主要包括一对多咨询、一
对一指导两种模式，部分平台还推出“套餐式
服务”，收费标准依据咨询内容的不同，从数
百元至数万元不等。

不少受访考生及家长告诉记者，部分高
考志愿填报辅导机构专业性存疑，服务注水
严重，甚至存在虚假宣传、服务外包、推卸责
任等问题。一旦志愿填报失误，考生往往面临
退款难、维权难的困境，呼吁“谨慎选择高考
志愿填报机构，理性决策”。

高价选辅导
效果不如预期存在信息差

“5000 元的价格，对我志愿报考没有产
生实质性帮助。”河南郑州 2024 届高考考生
刘小米吐槽说。

刘小米目前在北方某高校就读大一。
2024年夏季高考前，她妈妈加入某志愿填报
机构的交流群，被其宣传的“优异成绩”吸引。
高考后，在该机构渲染的“不辅导就落后”氛
围中，刘小米一家花费 5000 元购买了服务，
希望规避报考风险。

“这家志愿辅导机构在当地一家酒店开
了几间房间作为‘根据地’。从酒店门口到房
间，我感觉走了很远的距离，人特别多，我在
外面排了好长时间队，排上队后还需要交钱
占位，这样才可以快速向填报老师请教。”刘
小米回忆道。

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换来的服务，体验下
来却令人失望。作为河南选考政治、历史、地理
的“纯文科考生”，刘小米当时本想了解下“更
好就业”的偏理专业，但辅导老师仅推荐了汉
语言文学等文科常见专业以及会计学，甚至表
示“纯文科没什么专业可选”，态度敷衍。

“这些答案网上搜搜就能找到，何必花
5000元？”刘小米最终自己搜索到“信息管理
与信息系统”专业（文理兼收）并询问辅导老
师意见，老师对此表示赞同。事后刘小米才知
道，老师对该专业并不了解，甚至并不知道该
专业在大学期间有高等数学、概率论等课程。

入学后，刘小米才意识到自身能力与专
业学习内容存在错配。“如果报志愿时知道要
学这些不擅长的内容，我大概率不会报考。辅
导机构根本没解决信息差问题，反而让我凭
想象和简单搜索作了选择。”刘小米吐槽道。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还出现了不少
“AI 志愿填报软件”，不少卖家打出 398 元、
240 元甚至 4.9 元的低价，以此吸引考生。然
而，这一新兴服务模式在实际应用中却暴露
出诸多问题，引发考生和家长的担忧。

湖南的一名考生向记者反映，其今年使
用 AI 模型填报志愿服务的体验并不理想。

“AI 推送的链接大多指向教培机构，内容缺
乏，官方背书，难以作为可靠的志愿填报参
考。与其依赖这些不知来源的信息，还不如自
己多花些时间搜集整理资料。”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AI 填报志愿服
务”实际上是通过技术手段缩小信息差，可对
于高校就业数据、专业趋势发展及行业发展
状况等情况，大模型也不一定准确。此外，市
面上诸如“AI 保证录取”“独家内部数据”等
宣传口号，很有可能是商家为吸引客户，采用
过度营销手段或偷换概念的话术，其真实性
与可靠性存疑。

AI志愿填报服务的信息安全问题也不容
忽视。上述业内人士指出，此类服务在收集考生
成绩、兴趣爱好等个人信息过程中，存在较大的
信息泄露风险，一旦信息被不法分子获取，考生
及家长很可能面临被诈骗、骚扰等后续隐患。

服务被外包
大机构名不副实后果惨痛

山东潍坊学生王宁的遭遇更令人痛心。
去年，她花费5499元在某大型教辅机构（A机
构）报名志愿填报服务，服务却被外包给一家
小型公司（B机构）。按照机构提供的建议填
报志愿后，尽管她当时高考分数高出本科线
25分，最终却滑档至第62个志愿——外省的
一所专科院校。

“A机构辅导老师和我线下见面后，便拉

了线上志愿咨询服务群进行沟通。但后来我发
现，全程和我沟通的老师实际上是B机构的员
工，并不是A机构的辅导老师。”王宁回忆说。

她还发现，辅导老师专业度不高，需要她
自己查询大量信息，并且服务也严重注水。老师
仅让她从200所学校专业自行删减至100所左
右，未讲解学校详情，甚至不清楚无口语合格证
能否报小语种，让她自行致电各校招生办。

更糟的是，填报专科志愿时，老师推荐了
省外某专科院校，声称其“往年出过专升本状
元”，但王宁入学后发现该校专升本难度极
大。“这些信息，本该由机构提前了解清楚后
告诉我，结果他们提供的信息有偏差，由此造
成的不利后果最终全由我承担。”

北方某县城学生程成去年花费 2800 元
报名志愿填报服务，分数高出本科线54分。机
构辅导老师无暇悉心指导，让其自行在报考书
上划出所有“沾边”的学校，甚至让其不要致电
高校咨询，声称“打电话会抬高分数线”。

录取结果揭晓，程成不仅未被公办本科
录取，事后更发现自己的分数已超过一所未

在机构推荐名单上的公办本科提档线。“机构
连本科院校名单都没整理清楚，这种辅导毫
无意义。”程成事后欲退款却被拉黑，目前还
在想办法追回相关费用。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叶刚指出，
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合同具有很强的人身信赖
属性。若A机构擅自将服务外包给B机构，构
成根本违约，考生有权解除合同、要求退款并
索赔。若A机构未披露外包事实或在宣传中
伪称“拥有专家团队”，则可能构成欺诈，考生
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三倍赔偿。

“对于因机构错误导致考生错失机会（如
滑档至专科），若机构违约，考生可依法主张
赔偿违约金。但证明未上本科的‘机会损失’金
额较困难。若能证明机构存在欺诈，则可依据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三倍赔偿。”王叶刚说。

维权不容易
“不能退款”为霸王条款

针对“服务未起到实质性帮助”或“最终
考生自主填报”的情况，王叶刚强调，关键在

于合同约定。若机构承诺提供“一对一量身定
制”或“大数据精准推荐”，实际仅提供公开的
基础信息（如分数线），则构成根本违约，考生
可要求退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
分析，即使无书面合同，若服务明显不符合该
行业的“交易习惯”（如未提供实质帮助），也
构成违约，考生有权要求退款。

“此外，若机构仅声明‘30%到50%可能性
上本科’，属合理评估范围，不构成虚假宣传。
但若作出‘百分之百上本科’等保证性承诺，
而考生分数与往年分数线差距显著，则属过
度夸大填报策略重要性，构成虚假宣传，考生
可要求赔偿损失。”赵精武说。

多名学生告诉记者，即使知道自己被志
愿填报服务机构坑骗了，要想退款也很不容
易。刘小米说，机构只给过她一张收款回执，
并且在合同中声明“不能退款”。

“无论机构是否声明‘不能退款’，该条款
都很可能无效。”王叶刚解释，此条款与考生
有重大利害关系，若机构未尽提示说明义务，
考生可主张其不成为合同内容；即使尽到提
示义务，依据民法典有关规定，该条款不合理
地免除或减轻机构责任，应属无效。

“因此，在考生一方依法解除合同的情形
下，即便当事人约定了‘不能退款’这一格式
条款，考生一方也有权要求辅导机构退款。”
王叶刚说。

赵精武指出，仅出具“收款回执”并不代
表服务机构免于承担因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质
量不过关导致的违约责任，聊天记录等证明
材料均可以用于证明考生与服务机构之间存
在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合同关系。

受访专家一致认为，治理高考志愿填报
服务乱象，需多管齐下：严格机构资质审核，
加强广告宣传监管，规范服务合同文本，畅通
司法救济渠道，形成全链条治理体系，切实保
障考生权益，维护高考录取的公平公正。（文
中受访学生均为化名） 本报综合消息

随着高考结束，不少高中毕业生选择
在这个暑期学车考驾照。根据山东济南交
警近日发布的数据，今年暑期济南报名参
加驾照考试的考生将有4.6万人，其中刚参
加完高考的学生是报名主力军。

然而，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各地驾校报
名火热背后，暗藏着“低价引流”“包过承
诺”等陷阱，缺乏社会经验的学生非常容易

“踩坑”。受访专家指出，市场竞争激烈、违
法成本低、维权取证难等因素纵容了乱象，
呼吁加强监管并完善投诉机制。

低价诱饵：报名后层层加码

“2888 元，从报名到拿证，所有费用全
包。”看似实惠的价格，实则暗藏玄机。

去年，家住山东刚参加完高考的李超
（化名）就不幸踩坑：被上述广告吸引后，他
立即交费报了名。没想到，驾校陆续以“考
场模拟费”“考试服务费”等名目，要求他额
外支付1300元。“感觉被牵着鼻子走，不交
钱就不给安排考试。”李超说，自己无奈只
得交钱，幸好自己最后顺利拿到了驾照。

来自内蒙古包头的学生张宁（化名）也
遭遇过类似套路。报名时，驾校工作人员承
诺“绝无额外收费”，但练车时却被教练索
要“燃油补贴费”。“教练说，如果不交，每个
人的练车时间会减少。没办法，我只好交了
钱，可后续又有新的收费项目冒出来，最后
我多交了近2000元。”

河南省焦作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驾校
5月份投诉情况公告中，特别警示了“低价
陷阱”。部分驾校以低价吸引学员，后续却
以“场地费”“燃油费”“场地升级费”等隐性
收费不断加码。有市民反映，最终花费远超
预期。

一名不愿具名的资深驾校教练说：“正
规驾校的运营成本摆在那里，过低的价格根
本无法维持正常教学。这些低价招生的机构，
要么在后续以各种名义加收费用，要么压缩

培训时间和质量，导致学员难以通过考试。”
北京律协消费者权益专委会副主任饶

伟告诉记者，如果驾校以“低价”作为吸引
学员的手段，那么其价格的范围和所包含
的服务内容必须清晰明确，并且要以显著
的方式告知学员。如果驾校在宣传中仅以

“低价”吸引学员，但未明确该价格所包含
的具体服务内容，或者虽然列出了服务内
容，但表述模糊、不具体，后续又以各种名
义加价收费。这种“低价引流”行为则违反
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中关于经营
者不得利用虚假或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
骗消费者交易的规定，涉嫌价格欺诈，侵犯
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包过”噱头：实为骗局或诱导

“只要交钱就包过，无需本人到场进行
考试”“45天拿证，不过全额退款”……

来自广东佛山的庞女士向记者反映，
自己使用手机刷短视频时，看到这样一则

“代考驾照”的广告，其中“包过”“不过包
赔”等字眼，让其心动不已。添加了教练的
联系方式后，对方表示“代考驾照”不需要
庞女士到场，每考过一科交一科的费用，只
要及时交钱，就可以轻松拿到驾照。

庞女士没有细想便交了400元报名费。
不久，她就收到了通过科目一考试的“成绩
单”。“看到成绩单后，我更加相信他们了，
就把科目一1350元的代考费用转过去了。”

不到一个月，对方就完成了科目一到科目
四的全部考试，庞女士也依约将代考费分批次
转了过去。本以为马上就能拿到驾照了，结果对
方收钱后将其拉黑了。目前警方已介入。

在重庆上大学的王云也有此遭遇。在
驾考报名时，教练暗示她，给考官“好处费”
就能包过科目二、三，甚至用其他学员“不
给钱就不过”的例子施压。

记者调查发现，某二手交易平台上存
在不少标榜“速成”“替考”的链接，声称可

代考全国驾照，C1 证收费 4900 元左右，其
中报名费 100 元，每科考试通过后交 1200
元，考过一科付一科，承诺“30天拿证”“有
第三方担保”。

记者询问其中一商家“能否在交管
12123App上查询到”，对方称代考期间代考
的人需要登录记者的交管12123账号，如果
想要查询可以随时和代考的人视频查验。

“费用都是走平台，报名材料也是发给
平台，我们帮你报名，说白了就是有第三方
担保，你不用担心交了钱我们不给你报名、
不帮你考试。报名成功后30天左右就能拿
证。”该商家说。

对于此类现象，饶伟指出，驾照考试具
有一定偶发性，无人能保证必过。承诺“包
过”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属于虚假宣
传。更严重的是，“代考”属组织考试作弊，
根据刑法，组织者或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拘役，情节严重者处三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 本报综合消息

调查高考志愿填报服务乱象

“场地费”“燃油费”“只要交钱就包过”
暑期学车热，警惕“低价包过”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