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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孙志平 王晖余

个人 7 年非法创办 2 0 余种报刊，只上过中学的员工竟组成编委会“审核”论文来稿，约 2 万名投稿者交纳版面

费超过 1 0 0 0 万元———这是海南省最近查处的一起特大非法期刊案，背后暴露的问题发人深省。

3 月 2 2 日，自办刊物有偿发表论文的符莉夫妇，被海口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７ 年创办 2 0 余种非法报刊为

何没被发现？ 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何以屡屡受骗？ 职称评审如何避免“论文市场”的冲击？ 围绕一系列疑问，记

者进行了追踪采访。

假报刊收钱登论文

教师医生成“唐僧肉”

一、诚信车商

鹤壁新纪元雪佛兰汽车 4S店

广汽本田汽车鹤壁 4S店

北京现代汽车鹤壁 4S店

鹤壁市鹤立亚飞汽车连锁销售有限公司

鹤壁市新世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天择汽车城

二、畅销汽车品牌

长安铃木汽车

雪佛兰汽车

广汽本田汽车

北京现代汽车

比亚迪汽车

奇瑞汽车

五菱汽车

三、最佳车型

1.最佳家轿

鹤壁新纪元雪佛兰汽车 4S店销售的

赛欧汽车

鹤壁鑫一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

售的雨燕汽车

鹤壁市创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的昌河北斗星汽车

2.最佳微面

鹤壁市壮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销售的五菱荣光和新五菱之光

鹤壁市新世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销

售的海马福仕达

四、深受车主信赖的维修企业

鹤壁市财鑫小汽车修理有限公司

鹤壁市开发区大众轿车修理厂

鹤壁鑫源汽车维修、海南一汽海马汽车维修站

鹤壁市鹤兴小汽车修理厂

鹤壁市鹏达汽修厂

鹤壁市同力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鹤壁乔之梦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鹤壁市公交公司保修厂

鹤壁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汽车维修分公司

三星汽修装饰

万通汽修

五、诚信车美容车装饰

火鸟汽车生活馆

淇鑫汽车装饰服务

富豪汽车装饰总汇

腾飞汽车装饰经典养车坊

维尔车饰汽车装饰美容

六、畅销电动自行车品牌

爱玛电动自行车

比德文电动自行车

小鸟电动自行车

新大洲电动自行车

奥斯电动自行车

绿源电动自行车

英克莱电动自行车

小刀电动自行车

七、诚信驾校

鹤壁市汽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鹤壁市鑫运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

淇县交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学校

八、诚信车租赁公司

鹤壁硕乘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鹤壁市弘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天择车租赁

（评选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以上是截至 3 月 3 1 日晚 1 2

时的报名参选名单。

鹤壁日报社

鹤壁市汽车商会

鹤壁市交通局运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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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一长安铃木杯第二届鹤壁车市“最佳之星”参选名单

“非法报刊密密麻麻堆成小山，93 枚假

公章摆了一地，公司规章、员工手册、报刊邮

寄单和发票摊了一大摞。”海口市公安局刑警

支队副支队长陈淼说，在符莉等人的办公室，

干警们惊呆了：在这些假报刊中，仅带有“中

国”字头的就有《中国教育科研杂志》、《中国

医学论坛报》等多种。

据介绍，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去年向

海南有关方面下发举报线索，反映《中国教育

科研杂志》涉嫌利用非法期刊进行网络诈骗。

由此牵出一个隐藏多年、 受害人覆盖众多省

市的学术论文诈骗团伙。

符莉夫妇承认，从 2004 年始，他们成立

公司招聘员工进行专门培训， 设立数十个网

站发布征稿信息， 假称其学术报刊是国家批

准公开发行的正规出版物， 诱骗需要晋升职

称的人向其投稿， 并以 2000 字以内 340 元、

每增加 1000 字加价 100 元的标准索要版面

费。收钱后，他们便开机印刷非法报刊邮寄给

投稿人。

记者翻阅发现，这 20 余种非法报刊大多

集中在卫生和教育领域。 符莉向记者坦陈：

“因为这两个行业有发表论文评定职称的强

烈要求。 ”

记者查阅该团伙的账目表看到，仅 2010

年 7 月份，他们就收到来稿 2201 篇，入账版

面费 40 多万元。 据警方统计，受害人预计达

2万人，涉案金额至少 1000万元。

荒唐的是，符莉夫妇设立的审稿编辑部，

竟由招聘的 3 名中学文化程度的员工组成，

而投稿者大都受过高等教育。 该编辑部成员

徐云辉说，她主要负责“审核”来稿的格式、字

数和错别字，“有时也淘汰少量不符合要求的

论文。”符莉则对记者直言：“我们不管论文的

专业性， 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

台。 ”

为了掩盖造假行为， 符莉要求员工只接

受电子邮件投稿，期刊编辑部地址全为虚构，

编辑部固定电话通过某种手段转移到 40 部

手机上。

符莉还编制了《常见问题回答手册》蒙骗

投稿者： 问：“如何查询杂志属于国家二级期

刊？ ”答：“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并没有对任何一

本杂志评定级别， 由该杂志的读者和作者针

对杂志满意度而评比出来。 ”问：“是非法的刊

物吗？ ”答：“本刊 1995年创办，每个月底出版

一期， 如果是非法刊物， 能一直创办到现在

吗？ ”就是这样可笑的答复，竟然蒙蔽了众多

投稿的教师和医生。

公开造假为何 7 年无人查处

“虽然目前 20 余种假报刊已被查封，但

暴露的问题已远远超出案件本身。 ”办案人

员坦言，大部分人否认投过稿件、汇过钱，对

办案人员闭门不见甚至是恶语相加，取证比

较困难。 这些论文投稿者的心态折射了什

么？

“靠假论文证书获得职称或职务，这些

人有没有教书育人、救死扶伤的资格？ 这样

的职称评定机制是否存在问题？到底谁是真

正的受害者？ ”有关专家表示，此案引发的一

系列问题令人深思。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许章润认为，这暴

露出目前一些行业单纯以论文评职称的“制

度弊病”。 现行评价机制存在重论文发表轻

工作实绩、重论文数量轻研究质量的不良导

向，已脱离实际违背人心。另一方面，一些人

通过假期刊论文评上职称，还说明目前一些

单位评定职称的程序有漏洞，也反映出部分

参与评价的人缺乏学术操守和职业道德。

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曹锡

仁认为，此案存在时间之久、影响面之广令

人震惊。现在很多合法刊物也收取论文版面

费，应该管一管。同时，由于许多单位对发表

论文的数量、级别提出不切实际的“刚性要

求”，导致合法刊物根本无法满足巨大需求，

“这为学术造假提供了制度运行空间”。

治乱需用重典。“要从根本上减少学术

造假，必须从制度改革层面考量，铲除造假

土壤。 ”有关专家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学术

期刊监管，改革职称评定机制和专家评审制

度，不能仅以“论文论英雄”。 同时应探索建

构多元化的学术评价体系，适当发挥民间学

术机构的评价作用。

“提升学者的学术伦理和学术道德也刻

不容缓。 ”许章润等专家表示，“只有让学术

造假者身败名裂，才能开创清明的社会创新

风气。 ”

（据新华社海口 3月 31日电）

符莉等人自办学术报刊诈骗长达 ７

年之久，为何无人查处？ 对此，陈淼等办案

人员认为，其中既有一系列貌似合法的外

衣“掩护”，也有投稿者为晋升职称不愿举

报、有关部门难以发现的因素。

“我们实行‘公司化’运作，几年下来，

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已经合法了。 ”这个造

假编辑部的徐某告诉记者，员工每天上午

9 时上班，下午 5 时下班，每周开例会总结

表彰，还有休假制度。“老板甚至给我们签

合同、买保险，我慢慢觉得在这里工作挺

光荣的。 ”

记者采访发现，为给自己“贴金”，这

个“论文”公司在一些中央级大报上刊登

广告，公开宣称“期刊具有国际国内刊号，

在国内外公开发行， 属于国家级核心期

刊，主要职能是方便作者晋升……”等。

另一方面， 他们还与一些权威网站

建立不正当合作关系。 据调查， 符莉夫

妇的网站参与了百度竞价排名， 投稿者

提出在学术论文数据库上能够查询全文

的要求后， 符莉主动联系重庆维普咨询

有限公司及中国知网开展合作， 两家网

站相继给她“创办” 的部分杂志颁发了

网络出版证书和收录证书。 此外， 她还

伪造“中国教育学术委员会” 等公章为

投稿者颁发获奖证书、 论文证书和教师

继续教育学分。

这个造假团伙得以滋生壮大， 还因

为单个投稿者涉案资金少， 而且很多人

通过论文达到了晋升职称的目的， 不愿

向有关方面举报。 符莉说：“很多教育卫

生行业的作者反馈， 论文在他们评定职

称时起到作用， 还主动介绍同事给我们

投稿， 甚至要求寄发票到单位报销。”

陈淼等办案人员表示，即使在被查处

之后， 仍不断有投稿者打电话到编辑部，

咨询发表论文和汇款事宜。

“论文市场”生意兴隆

职称评审亟待完善

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后，仍不断有投稿者打电话到“编辑部”咨询，办案人员在接听电话。

办案人员在清点伪造的假公章。

海南一对夫妇开“论文公司”，非法刊印 20 余种报刊

２万人被骗花钱“发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