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虚假大学何以大行其道？!"世纪
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分析，有三
方面原因。
一是监管不力。二是正规大学维

权意识差，导致虚假大学招摇过市。三
是考生和家长迷信潜规则。虚假大学
号称不考也能拿文凭，考生和家长不
但没意识到被骗，反以为遇见贵人。

“虚假大学之所以大量出现在北
京，就是为迎合很多中西部考生向往首
都的报考心理，可谓‘精准营销’。”熊丙
奇说，有的骗钱后人去楼空；有的假装
办学，却无法兑现颁发文凭的承诺。“不
管怎样，最终受害的都是学生。”
他建议，除了提出预警，监管部门

还应加大查处力度。要铲除虚假大学
存在的土壤，则必须实行阳光招生，从
根本上消除招生录取中的潜规则。熊
丙奇认为，从长远看，我国应该打破国
家承认学历的体系，实行学校完全自
主招生、自授学位。这样学校就无法做
贩卖文凭的生意，而只关注提供货真
价实的教育。在自主招生、自授学位的
教育体系中，学校颁发的学位、学历，
只有得到专业机构认证、社会认可才
值钱，否则就不名一文。这会让考生和
家长接受教育的观念发生根本转变，
不是冲着一张文凭，而是为了接受真
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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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所虚假大学被曝光，上海有10所上“黑名单”———

移花接木 假大学专坑落榜生
本报记者 曹刚

实 习 生 王彭

在今年全国各地高考分数线揭晓、考
生录取之际，教育咨询类网站“上大学网”
分两批发布《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揭开
了150所中国虚假大学的真面目。这些学
校都不存在，谎称的校址涉及全国多个省
市，其中北京为高发地带，超过半数，上海
也有10所虚假大学。
如果你今年高考落榜，也许已成为骗子

目标。一张并没填报过该校志愿的“大学”录
取通知书，一个“能人”提供的“内部指标”，
一些“包毕业”“低分高录”“不考试就进名
校”的热情宣传，一堆内容混乱、很少更新的
“大学”网站!!都可能是一枚糖衣炮弹。记
得仔细甄别，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

! 虚假大学用网上假网站忽悠考生 图 !"#

"专家观点#

"相关链接#

如何分辨虚假大学

! 首先!看教育部公布的两份名

单"#教育部批准的高等学校名单$新

批准的学校名单%和#具有普通高等学

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名单%&

! 其次!看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最新公布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名单&

! 再次!看网站域名后缀!经教育

部批准的高校官方网站的域名后缀一

般都为'!"#$%&(!虚假大学则无此后缀&

! 最后!看网站细节!校徽和校

名题字是否清晰)内容是否经常更新)

公告或新闻内容有没有配发图片)校

园新闻$ 招生章程等内容和首页的校

园风景照有没有盗用正规高校) 网页

结构是否似曾相识! 甚至与其他高校

网站完全雷同&

'上大学网(呼吁!各地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定期公布评估$ 年检合格的

院校名单!让假大学对比名单后'原形

毕露()各级网监部门应严把高校网站

从域名注册到访问运营的各关口&

! ! ! !还有一些不法分子抛出多种高教形式，故意以
“国家承认学历”“教育部注册备案”等模糊词汇，混
淆网络教育、成人教育、自学考试与普通高等教育的
区别。谎称同为国家学历，用途一样，让考生和家长
稀里糊涂受骗。

教育部日前发出今年高校网络教育招生预警，

一些培训机构和个人冒用正规高校名义，“包毕业”
“一年取证”“不考试就读名校”等虚假宣传漫天飞。
今年全国共 #$所试点高校有资格开展网教招生。考
生可通过“高校网络教育阳光招生服务平台”
（%&'()&*+,-./.*-.+）等网站，查询入学条件、学习形
式、学历文凭、收费标准等政策。
教育专家提醒，网教主要面向在职人员，不适合

高考落榜生。高中毕业生自控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都不够，不要被所谓“不考试就读名校”的噱头忽悠。

! ! ! !除子虚乌有的虚假大学层出不穷，还有些教育类
钓鱼网站近期也表现活跃，往往通过散播自主招生、
定向招生、“内招名额”及“低分高录”等虚假信息，套
取学生个人信息，再贩卖给有需求的用户或机构。
自称“上头有人”，是常见的行骗手法。不法分子

以招生为幌子，建钓鱼网站或虚假办事处、咨询电
话，假扮成“重要人物”，声称熟悉高校领导、教授或

招生人员等关键人物。
与家长见面时，他们会拿出一些伪造的证件和

空白录取通知书，谎称握有“内部指标”，只要钱到位
就能录取。比如有办法让达到二本分数线的考生进
重点院校，达到专科分数线的录取到本科院校，或者
从普通专业调到热门专业等。
家长一般都是主动托人找关系，私下交易见不

得光，不会主动跟外人说。骗子正是利用了这种侥幸
心理。近年来，正规招生过程中多次出现丑闻，让一
些家长觉得，学校和教育机构就是有这种“本事”。

! ! ! !警示榜一一列举了“上海华夏学院”的作假行
为：学校简介和另一所虚假大学“首都国际经贸学
院”雷同；校门图片盗用广州华夏职业学院的校门；
招聘启事、校园新闻等内容抄袭上海杉达学院、上海
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
移花接木炮制山寨网站，正是虚假大学的惯用

伎俩，包括伪造办学地址、拼凑教师信息、盗用其他
高校的校园图片和新闻。

正规高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校门图片，被“上
海商贸管理大学”等 #所虚假大学“共享”；假大学
“北京城建大学”的学校简介严重抄袭真高校天津城
建大学去年的简介。“上海建筑工业学院”在网站里专
门列出了多位“名师”。一些国内知名教授的照片连同
简历，被莫名其妙地搬到了这所不存在的大学里。
有的假学校直接照抄浙江大学、济南大学网站，

只字未改，倒也保住了教授们的资料真实性；有的特
地做了修改，比如北大哲学系教授魏英敏，明明是
"012年到北大哲学系任教，却被篡改成了“"013年
调入上海建筑工业学院”。欺骗行径，可谓无耻至极。

! ! ! !被曝光的“上海华夏学院”自称
校址位于普陀区。警示榜中提到，学
校网站可以访问。“校方”反应很快，
上榜不到 !4小时，网站已无法登
录。输入后缀名为“(5,”的学校网
址，电脑屏幕一片空白，只留下一句
前后矛盾的话：“由于学校内部原
因，招生名额还在申请中，招生工作
暂停！”

这个“李鬼”溜得快，及时掩盖
了行骗踪迹，其他几所一同上榜的
上海虚假大学，却像什么事情都没
发生过一样，网站正常运转。
“上海东方科技学院”和“上海

工程管理学院”，好似一对怪异的双
胞胎。一个号称在南汇，一个声称在
宝山，却在网站标明了相同的办学
许可证号“教民 6"3333473614#

号”，招生联系电话也留了同一个号
码。记者拨打多次，始终无人接听。
更有甚者，正规民办高校广东

建华职业学院的办学许可证“教民
""3333""3674# 号”，同时被“上海
商贸管理大学、西安科技师范大学、
华北理工学院、南京工商大学、武汉
工商管理大学、江西科技工程大学”
#所虚假学校占为己有。
以“上海”打头的上榜虚假大学

还有：“建筑工业学院、经济贸易大
学、工业科技学院、工业科技大学、
财经贸易学院、金融管理学院”。

十所上海虚假大学
登警示榜

山寨官网东拼西凑
假得离谱

招生骗子常号称
“上头有人”

“不考试就读名校”
只是噱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