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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枪手”的论文不顶用，被“套路”的费用难讨回

1500 元买篇论文，自主招生谁在“走门道”？

本报记者袁汝婷、张浩然、李亚楠

今年参加中南大学自主招生的小雅(化名)，
备考期间收到了雪片般飞来的咨询辅导广告信。
这些广告信上印着中南大学的徽志、校名，看起来
煞有介事。

小雅的爸妈很动心，困惑的小雅电话咨询了
中南大学，竟发现这些招生机构和她心仪的高校
毫无关系。

这样的咨询电话并非个例。中南大学不得不
在官网及考场最醒目位置张贴严正声明，提醒家
长和考生谨防被骗。

自主招生本意是选拔具有学科特长、综合素
质较高的学生。在资格初审环节，各高校都设置了
相应条件，然而，这些条件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眼
中意味着商机。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个人和机
构收取高昂价格，号称能帮助学生“跨门槛”，实则
挖空心思“走门道”。

最讽刺的是，在自主招生考评中，这些“门道”
不过是可以被高校一通求证电话、一道面试考题
轻易拆解的拙劣套路。

期刊编辑：

“不用管怎么操作，我们帮你办好”

不久前，沸沸扬扬的河南考生答题卡疑似被
调包事件，经河南省纪委监察委调查发现举报不
实。该事件中，就读于郑州一中的考生苏某，被发
现在申请北京师范大学自主招生初审过程中提交
的论文涉嫌抄袭。日前，相关论文已在知网下架。

紧接着，学术圈公号“知识分子”发文指出，全国
多所高中的学生发表的论文涉嫌抄袭造假，手法包
括直接抄袭、多文拼凑以及和学界人士联合署名等。

文中提到的一位论文署名作者来自湖南长郡
中学。该校相关负责人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学
生和学校对发表论文一事此前皆不知情，论文是
“家长通过熟人向一家刊物‘打招呼’发表，在高考
录取过程中，没起到任何作用”。

署名论文发表，学生却毫不知情，究竟是怎么
回事？

记者注意到，郑州一中的苏某被质疑抄袭的
论文《天文学的基本性质与发展规律》，发表于家
庭期刊集团有限公司主管的《赢未来》上。通过该
刊客服部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与自称系该刊编
辑的人士取得了联系。

通过咨询，记者了解到，该刊不仅可以提供有
偿论文修改和降低重合率的服务，还能提供专业
论文的代写服务，价格是“300 元 2300 字符”，版
面费按文章质量与字符排版合算。

这位编辑声称：“《赢未来》是国家级期刊，所
发论文可用来应对高校自主招生和职称评审。”该
刊提供的代写论文可实现“一周内出录用通知”，
需要先付 200 元订金，等录用通知出来再结尾款。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以准备报考天文学专业自
主招生的名义咨询，这位编辑很快便提供了几个
代写题目以供选择，包括《互联网时代的天文学革
命：虚拟天文台》《天文学在古代中国社会文化中
的作用》《虚拟天文台——— 天文学研究的科研信息
化环境》。

随手一搜即可发现，这 3 篇论文已分别发表
于 2002 年、2009 年以及 2013 年的相关期刊。编
辑试图打消记者的质疑：“题目重合的，文章又不
重合。”

记者询问谁来代写、论文质量如何，对方回
应：“你不用管我们怎么操作，我们帮你把事情办
好就行。”

论文枪手：

“一百员工，每月为一两千客户服务”

除了期刊“自写自发”，市场上还有一种专门
的“论文枪手”机构。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联系了一家自称专业代
写、代发论文的四川博文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一位自称唐老师的员工介绍，公司合作期刊众多，
业务覆盖全国。

“高中生的论文更难代写，因为要符合高中知
识深度，不然容易被发现造假。”据唐老师介绍，公
司每个月都有一两千个客户，其中自主招生的客
户只占一部分。“高峰是 11 月和 12 月，每月差不多
有上百人，都是家长主动联系我们的，反倒是有些
学生不愿意。其实学生哪里懂得家长的用意，帮孩
子发表论文是为他们赢得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记者在淘宝上输入“代发论文”“论文发表”等

关键字，可以找到许多提供代写代发、论文降重
的店铺，声称“发表不成功退全款”，发表期刊含各
种等级，有不少交易记录。这些在唐老师眼里不
值一提：“那些店铺不专业，最多的也就十来个员
工，我们有一百多个。”

他向记者保证，一篇用于自主招生的 2000
字左右天文学专业论文，“现在安排的话，今年 12
月底就可以发表在国家级刊物上。”代写这篇论文
的价格是 2000 字 300 元，发表费用是 1200 元。

换言之，“一条龙服务”炮制一篇论文，只需
1500 元。

辅导老师：

“机构要我们叮嘱学生把论文背熟”

1500 元的价格，在自主招生咨询辅导机构
里，又翻了好几倍。

一家辅导机构打出了自主招生“全流程辅导
旗舰方案”的招牌。它向记者提供的协议合约显
示，整个流程要 45800 元。

这个方案中有一项“国家级学术论文辅导课
程”，如果论文未能在自主招生报名期限即当年 3
月 15 日前获得国家级期刊录用通知，该项课程
的退费高达 8600 元。

协议显示，这个方案包含了背景评估、综合
素养提升、背景提升、初审填报指导、笔试面试辅
导等。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背景提升”模块，主攻帮
学生发论文、拿专利、写课题研究报告等。

然而，“背景提升”实质到底是什么？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了 2017 年曾供职于

该机构的小武(化名)，他在一对一 VIP 项目中担
任辅导老师。小武说，这类咨询机构会有一批人
“专门负责写论文、发论文、把学生的简历材料包
装漂亮”。

考生参与自主招生的结果，无非“通过”与“不
通过”两种。如何证明“通过”的考生是咨询辅导机
构的功劳？这份协议规定，“申请人若自行申请产
生了初审通过的结果，因已享受了××机构咨询服
务，亦视为××机构初审成功”。

小武主要是对学生进行笔试面试辅导，但
仍有机构管理人提醒他：“一定要督促学生好好
背熟论文，以防学校抽查。”

招生高校：

“这些伎俩其实很容易被看穿”

背熟论文、包装简历，看似是为了跨过高
校自主招生的门槛，其实是市场机构和考生家
长寻了“门道”。

然而，这样的“门道”就如泡沫，轻易即被戳
破。

“我们接到了好些电话，问‘为什么我花
了几万块钱做的初审材料，在你们学校就通
不过’。”一所“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招生办主
任向记者坦言，“机构利用了家长想抓住一切
可能的心理，但这些伎俩，其实很容易被看
穿。”

“简历材料里到底有多少‘干货’一看就知
道。与学科竞赛奖项这些‘硬通货’相比，论文、专
利的竞争优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是站不住脚
的。”湖南一所重点中学的副校长说。

以中南大学为例，为核实真伪，该校的教
授专家往年曾对有发表论文的学生了解写作情
况。“专家提的问题，有 90% 以上的学生答不出
来，连论文中的专有名词都不知道，有的甚至压
根不知道自己发了论文。”

2018 年，中南大学在招生简章中明确，不
接收学术论文和专利等申请材料。

除中南大学外，不少高校都未对论文发表
作硬性要求，而是更看重学科竞赛奖项，比如上
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等。有的高校旗帜鲜明地
降低论文、专利在初审中的重要性，如南京大学
明确提出“科研论文、发明专利为非必要材料”；
吉林大学在“其他反映学生学科特长及创新潜
质的材料”这一项中特别注明了“论文、专利除
外”。

就算进入了初审环节，造假的手段也可能
“偷鸡不成蚀把米”。

“这些所谓的论文、专利，反而会成为面试
考官开炮的‘靶子’，学生答不出，基本就被看穿
了。”湖南大学一位自主招生考官告诉记者，高
校真正希望招收的是具有专长、特长、对某一学
科领域感兴趣的学生。

然而，伎俩被拆穿，花出去的冤枉钱却不一
定退得回来。声称“不录则退款”的机构，为退款
设置了不少隐形障碍。

中部一所高校曾收到多封内容一模一样、
只是更改了学生名字的申诉信，要求高校给出
为什么没有通过审查考评的书面回复。招生部
门询问得知，高校的书面回复是一些市场辅导
机构退款的条件之一。

记者查阅手头的协议发现，其强调“机构有
权利要求退款申请人提供完整真实的自主招生
复试结果加分状态证明文件，及其他相关资料
与信息，以确保退费过程按规定顺利进行”。

“其他相关资料与信息”究竟是什么？如何
获取？如果家长学生拿不到，还能不能退款？协
议并未言明。

“真心希望这个灰色市场能被严格规范。自
主招生本意是为了选拔更多优秀学生，我们现在
是‘又当伯乐，又要打假’。”一位招生负责人说。

(参与采写：高文成、万志云)

一篇用于自主招生的 2000
字左右天文学专业论文，“现在安
排的话，今年 12 月底就可以发表
在国家级刊物上。”代写这篇论文
的价格是 2000 字 300 元，发表
费用是 1200 元。

换言之，“一条龙服务”炮制
一篇论文，只需 1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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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坯 价 格 1 1 7 0 0 元 每 平 方 米 ，装 修 价 格 近 8 0 0 0 元 每 平 方 米

买装修送房子？南昌限价楼盘“高价装修”藏乾坤
新华社记者余贤红

毛坯价格 11700 元每平方米，装修价格 7990
元每平方米；毛坯价格 7300 元每平方米，装修价
格 4700 元每平方米……近期，江西省南昌市部分
限价楼盘的“高价装修”引发较大市场争议，有购
房者调侃，这是买装修送房子的节奏吗？

每平方米近 8000 元的装修长啥样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南昌市红谷滩新区龙虎山
大道的“三限房”(限房价、限对象、限转让)项目新力
东园(备案名为“臻园”)售楼处，置业顾问表示该项
目在南昌市属于豪装楼盘，新房均价约为 1万 8千
元每平方米，其中装修价格至少 7000元每平方米。

南昌房地产信息网公布的商品预售方案也显
示，该项目今年 6 月 23 日开盘，其中 5 号楼、6 号
楼毛坯价格 11700 元每平方米，装修价格 7990 元
每平方米。按此价格计算，一套 110 平方米三房两
厅两卫户型的新房，装修成本高达 87 . 89 万元，
堪比房价。而如果按 80% 的得房率计算，每平方
米的实际装修成本近 1 万元。

80 多万元的装修到底“长什么样”？在项目样
板间，置业顾问反复表示，该项目除了硬装之外，
还包含中央空调、新风系统、地暖、洗碗机、消毒柜
等“卖点”，业主可“拎床入住”。“我们就是豪装，光
一个洗碗机就值两三千元。”置业顾问强调说。

置业顾问提供的一张 110 平方米户型装修交
付标准清单显示，该项目室内装修主要包括户内、
地面、墙面、天花、门、窗、橱柜系统、清洁系统、强
弱电等 9 个方面。其中，不包含沙发衣柜、桌椅、

床、家电等“大件软装”。
七八十万元的装修成本是否真的物有所值？

一位从事了 20 多年装修设计的专业人士看过装
修清单后说：“如果按每平方米 7000 元计算，让我
们来做，不光是硬装，即便把日常所需的家具、家
电全部含进去都绰绰有余。如果按装修交付清单
进行顶格配置，也只需每平方米 2000 元左右就可

以实现。”

高价装修背后是否“另有乾坤”

记者了解到，目前南昌市已开盘的 5 个“三限房”
项目中，已有 2 个存在高价装修的争议，只有 1 个明确

规定精装修价格不高于 3500 元每平方米。
位于南昌市经开区皇姑路 69 号的“三限房”
项目新力澜湾(备案名为“毓秀湾小区”)项
目预售方案显示，该项目 8 号、15 号和 16
号楼的毛坯价格为 7300 元每平方米，装修
价格同样高达 4700元每平方米。

记者了解到，去年 10 月 1 日起，南昌
市对采取“限房价、竞地价”方式出让用地
开发建设的商品住宅(含商住)项目，在商
品住宅销售及转让过程中，采取限房价、限
对象、限转让等措施。同时，“三限房”要优
先满足本市户籍无自有住房的成年居民购
房需求，也即“刚需”。

以新力东园项目为例，记者查阅该项
目的土地出让须知了解到，该宗地所建住
宅的控制性房屋销售价格(均价)上限为
11700 元每平方米。开发企业南昌新铭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布的该项目建设成本情
况表显示，每平方米建筑面积商品住宅平
均成本为 11179 元每平方米。这意味着，如
果只按毛坯价格上限销售，该项目的盈利
空间只有 5 3 1 元每平方米，利润率约
4 .45%。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由于毛坯价格存
在“天花板”，装修高价、捆绑车位等成为开
发企业盈利、规避限价的重要领域。

网友“小刚”评论说，“三限房”的本意
是保刚需，而“装修豪宅”不仅有违本意，
还可能排斥了刚需。在采访中，新力东园
售楼处一位置业顾问表示，“小户型买的
人多，定价时户型越小均价越高，户型越
大均价越低。”

全装修住宅价格谁说了算

相关专家认为，全装修住房符合绿色建筑
发展大势，但不能沦为随意加价、突破限价政策
的手段。同时，装修高价与实际装修标准的落差
还可能为业主与开发企业的矛盾埋下隐患。

事实上，全装修住宅销售并非完全无规可
循。记者了解到，今年 3 月，南昌市已出台明确
规定，要求新建全装修住宅装修价格的确定，由
开发企业委托不少于 3 家有资质的房地产评估
机构，对装修市场价格进行评估后取均价，作为
销售时的装修价格。合同约定的装修价格不得
高于开发企业与装修单位签订的装饰装修建设
承包合同中约定的装修价格。

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一“原则性”规定
并未能有效限住当地部分楼盘的“高价装修
风”。江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麻智辉建
议，在坚决遏制房价上涨的背景下，除了加强日
常监管外，对于新建全装修住宅销售应该出台
更明确的监管细则，根据项目层次合理设置装
修价格档次。尤其是对于“三限房”等刚性需求
项目，应明确规定装修价格的上限。

目前国内已有部分地区出台装修限价。例如，
今年 7 月，南昌县下发通知，要求限价房、“三限
房”等刚性需求项目装修价格暂定不超过 3000元
每平方米。与此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对于刚性需
求项目，有必要对“限房价、竞地价”的土地出让模
式予以调整，合理设置竞地报价上限，在保证企业
合理利润的前提下，遏制“高地价、低房价”压力下
企业规避限价的冲动。新华社南昌 8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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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高考不能
突破的底线。然而，自主
招生背后的种种乱象已
突破底线，严重动摇公
众对高考公正、公平的
信心，必须采取措施，彻
底斩断黑色利益链，坚
决维护自主招生公信
力。

高校通过论文和专
利考察学生的学术潜
能，出发点本来很好，却
演变成造假重灾区。表
面上看，这是高校自主
招生的乱象，实质上却
是家长 、学生 、学术期
刊、商业机构等共同构
成的畸形黑色利益链。

本应成为论文标尺
的学术期刊公然提供代
写、代发服务。所谓的咨
询辅导机构瞅准商机，
把造假做成一门生意，
甚至不惜假冒高校名义
欺骗学生、家长；一些家
长、学生对此心知肚明，
却又趋之若鹜……在这
条利益链上，似乎只要
丢掉诚信，每个环节都
能各取所需。

但是，以丧失诚信
的歪门邪道铺就的“成
才之路”，怎么可能是一
条坦途？

令人稍感欣慰的
是，不少高校通过严格的甄选程序将一些造
假考生挡在了门外，还有不少高校已经取消
了对论文、专利的要求，或者降低了论文、专
利在初审中的重要性。

不过，高校甄选毕竟是被动防御，要更加
有效地维护高考诚信底线，重建部分公众对
自主招生的信任，更需要高校和招生主管部
门主动出击。一方面，要制定更加科学完善的
自主招生选拔体系；另一方面，要对炮制、提
交虚假材料者，施以必要的惩戒。

实际上，教育部于 2017 年曾下发通知，
要求严厉打击自主招生中的证书、发明、专
利、论文买卖和造假等违规违纪行为，坚决斩
断“利益链条”，并明确提出“对查实提供虚假
申请材料的考生，取消其高考相应资格”。

然而，在现实操作中，相较于不难发现的
自主招生论文造假，涉嫌造假者被严厉惩戒
的案例仍显得寥寥。不管是出于对考生的恻
隐之心，还是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
态，客观上，这种“心软”助长了自主招生材料
造假之风。

自主招生“黑幕论”的出现反映出公信力
危机。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对造假者惩处不
力的恶果显现，如果任其发展，将危及公众对
高考改革的信心。

无惩戒，不诚信。当造假者头上高悬的利
剑落下，邪门歪道铺就的捷径就会成为绝路，
诚信这道关，才真正不可逾越。

(本报记者李亚楠、袁汝婷)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朱朱慧慧卿卿 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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