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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典型的“假
学历”是从业者利用自
己的毕业院校造假，混
淆“毕业院校”与“院校
研发”“院校主办”。

二孩妈妈陈女士最
近想让六岁小女儿学习
演讲和主持，发现家门口
新开的培训机构刚好有
相关课程，宣传海报标注
了上海某表演院校，称

“××院校创办”。陈女士
起初惊喜，又觉得纳闷：

“××院校知名度很高，没

听说开过培训班，会不会
是假的？”她仔细查看了
海报后发现，实际是“××
院校毕业生创办”，“毕业
生”3个字特别小。

之所以识破了商家
“偷换概念”的手法，是
因为陈女士在为大女儿
物色校外兴趣班时，遇
到过很多“坑”，“艺术类
培训中，很多机构声称
老师毕业于知名院校，
但上课后与其交流发
现，老师只是去进修过，
或者老师的老师毕业于
那些学校，还有些线上
课程机构的师资力量更
是无法求证……”。

将从业者的学历谎
称为企业或产品背后的
机构并不少见。有些商
家为了逃避监管，在讲
解或宣传时模糊“毕业
院校”与“研发院校”“主

办院校”之间的关系；有
的邀请具有特定学历的

“专业人士”进行讲解；
还有的直接进行学历造
假，假冒在知名院校、研
究院所等工作……

典型案例是美容产
品品牌“五个女博士”曾
因误导公众被北京大学
医学部公开打假。原
来，“五个女博士”对外
称品牌“由五位来自北
大的医学女博士共同打
造”，并在直播时以北京
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
以及相关老师的名义做
宣传。2020 年 9 月，北
京大学医学部发布声
明，澄清与“五个女博
士”关系，上述人员行为
属其个人行为，与北京
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
及相关专家和教授无任
何关系。

“央视推荐”“科研院所研发”……虚假宣传多样

网红产品“学历造假”，该狠狠打！
这两天，部分零食顶着“××农科院研发”头衔，涉嫌虚假宣传的新闻，登上

了热搜榜。媒体和科研机构共同打假：有些声称由“××农科院”研发的食品不仅
与科研机构没有任何关系，而且实际的营养成分与商家标注的也相差甚大。

有机构调查发现，“假学历”现象并非只局限于食品，日用品、培训等
行业同样存在“假学历”，上当的消费者不少。

“央视推荐”“清华研发”“中科院研发”……在电商平台用这些关键词
搜索，会出现零食、农产品、保健品、化妆品、日化用品、家用电器、书籍等
各种产品。它们真有媒体或院校的“背书”吗？

实际上，对于大多数
“被背书”的产品来说，质量
大都不尽如人意。比如，上
述这款蔬菜卷的蛋白质和
脂肪含量都超出了国家标
准的允许误差范围。

记者梳理发现，今年 5
月，一款名为“好福燕麦麸
圈”的产品宣称是“中国农科
院与张家口农科院燕麦专家
多年研究成果”的“高膳食纤
维食品”，然而检测发现营养
成分实测值不达标。

4月 21日，上海市消保
委曾点名电商平台“高校科
研所店铺榜”排名靠前的一
家店铺销售一款名为“江南
大学研发”的“凤禾鸣慢碳十
二色糙米”产品，宣称“高蛋
白”“高膳食纤维”，然而其实
测值远低于产品标示值，未
达到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这些食品真的与高校
和科研机构有关系吗？

今年，上海市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随机选取了线
上销售的13种宣称由“农科
院”“农业大学”等机构参与研
发的食品，并开展调查核

实。其中，5款产品被相关机
构明确回函否认有关联，4款
产品确认参与研发，其余4款
相关机构未作出明确回应。

其中，中国农业科学院
曾发表声明称：“好福燕麦
麸圈”等产品的生产厂家与
中国农业科学院不存在任
何关联关系，其产品与中国
农业科学院无关，中国农业
科学院亦未以任何形式授
权该企业使用中国农业科
学院名称。

针对“凤禾鸣慢碳十二
色糙米”产品，江南大学回
应称，和销售网店没有任何
关系。

此前，在某电商平台
“代餐麦片爆款榜”上排名
第二的“山西省农科院燕麦
片”，也宣称是山西省农业
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研发、太原市营养师协会推
荐的，其销量已超 2 万件。
但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
委员会向山西省农业科学
院求证后得到的回复是：这
款燕麦片的宣传内容不属
实，并未推荐过此款产品。

市民黎先生最近装
修，想上网买些去除甲醛
的产品，发现很多商家不
约而同打出“央视推荐”

“清华研发”的旗号。再
看产品，都是紫色和黑
色的两种小球。商家为
了证明这些产品是“央
视推荐”和“清华研发”，
大多提供了电视节目截
屏。截屏上确实有变色
小球，并标注“甲醛被吸
附和被分解的过程”。

但让黎先生纳闷的
是，这些不同品牌的小
球都说自家是央视推荐
的，有的还拿出专利证
书，称别家为仿冒。到

底孰真孰假？
有机构核查比对，

相关截屏均出自 2020
年 9月央视新闻的科普
报道《院士说科技：甲醛
怎么不见了？》。涉及小
球的部分来自清华大学
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
但不是介绍任何产品，
而是介绍了一种吸附并
分解甲醛的方法——报
道中黑色的小球是海泡
石、硅藻土构成的多孔
材料，具有吸附能力；紫
色的小球是载有高锰酸
钾的活性氧化铝球，起
到分解甲醛的作用。不
过自始至终，科研人员

没有提及任何产品、品
牌，也没有表示参与过
任何产品的研发。

可见，报道展示的
其实是高锰酸钾小球吸
附并分解甲醛的化学反
应，不是为某些产品做
推广。至于网售产品是
否利用了相关原理，以
及产品品质是否可靠，
报道没有涉及，受访科
研人员也没有提及。

但在电商平台上，
断章取义的商家却不
少，故意隐去电视台台
标、栏目名称、发布时间
等，再选取其中有利于
自己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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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背书，高校傍身，如
今，小零食也有了“流量密
码”。近日，上海市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对一款名叫

“九0农大蔬菜卷”的零食展
开调查。该产品出现在不少

“农科院美食”的榜单之上，
网上销量也不错，最高的一
家销售超过了3万件。

上海市消保委随即给
东北农业大学发去了查询
函，东北农业大学回函中明
确表示，学校不开展对外生
产经营工作。“九0农大蔬菜
卷”不是学校生产的产品，
学校与商品包装上所标的
受委托制造商和委托制造

商 也 没 有 开 展 过 任 何 合
作。这也意味着，宣传词中
提到的“农大”只是商家卖
货的噱头而已。

翻一翻电商平台的页
面，可以看到“东北农业大
学”“校园畅销美食”“食品
学院监制”是这款商品常见
的宣传用词，这也给人以

“农大专业把控生产流程”
的暗示。就连一些不明真
相的消费者，向亲朋好友推
荐这款产品的时候，也都不
自 觉 使 用 了 商 家 的 宣 传
语。由此可见，“某某大学
联合研发”在消费者做购买
决策时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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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大蔬菜卷”被打假
零食也来蹭学历

涉嫌“碰瓷”大学
多款网红零食检测不达标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
单飞跃表示，以农业科研机构和
农业高等学校等名义背书的网络
食品的广告和网络食品销售，如
果广告的内容和商品的品质与实
际情况不相符合，这些行为就构
成了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害。

此时，消费者可以向市场
监管部门、消费者权益保护组
织等寻求帮助，通过投诉举报，
维护自己的权益。

“假学历”现象并非只存在
于食品行业，被“傍”的院校也
不止“农科院”等科研机构，知
名媒体、知名节目、高校院所、
科研机构以及消费者，都可能
是“假学历”的受害者。

那么，如何从根源上杜绝
这些问题呢？

法律专家强调，“假学历”
乱象，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权
益，而且对不少农业科研院所
的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对
此，市场监管部门应主动出击，
科研院所也要敢于维权。

此 外 ，平 台 也 要 管 一 管
“××推荐”“××研发”。

调查发现，有的平台屏蔽
了部分以机构名称营销的搜索
结果，如果商家用“假学历”“假
背书”营销，无法从众多产品中
脱颖而出。但也有相当一部分
平台没有进行关键词屏蔽，而
在屏蔽某些关键词的平台中，
也默许商家在产品介绍页面呈
现各种“假学历”。

法律界人士表示，如果平
台不作为，那么被误导的消费
者，以及被“傍”的机构，有权向
平台追责。

（综合央视新闻、《中国消
费者报》、上海消保委、九派新
闻、上观新闻）

利用科普节目做营销 标称“央视推荐”假学历透视

毕业于某校就能用学校背书？

支你一招

买到“学历造假”零食
消费者该如何维权

近日，平和交警大队
走进辖区广兆、育才、正
兴、一中、职校等学校开展
以“文明交通 你我同行”
为主题的交通安全知识宣
传活动。

通过授课形式，民警

以平和本地涉及学生交通
事故案例，讲解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上下学期间学生
如何正确骑乘二轮车辆等
交通安全知识，让学生深
刻认识到闯红灯、逆行、不
佩戴安全头盔等不文明交

通行为的危害性，引导学
生自觉养成遵守交通法规
良好习惯。同时，倡导同
学们争做交通安全劝导
员，主动提醒和监督身边
人驾车不闯红灯、不超速、
不接打电话等。（王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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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交警大队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