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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目前许多高校采用综测排名作为评优评先、奖助学金甚至
保研资格的评判依据，综测成绩在学业评价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一些机构从中看到商
机，以低门槛、高获奖率为噱头，通过收费的方式举办一批含金量低、组织松散的竞赛，吸
引学生参赛以获取综测加分。这类竞赛在业内被称作“水赛”，参与者只需花几十元报名
费、提交简单的作品“走个过场”，即可轻松获奖，有的机构甚至直接出售相关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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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意到，还有一些
竞赛搞起了模仿秀，举办的
赛事与正规比赛仅一字之
差，如果不仔细鉴别，很有
可能认错。公开资料显示，
北京某教育文化有限公司
就被教育部通报，其与著名
赛事极为相似的系列赛事
均为违规竞赛。

在北京市律师协会消
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主任
葛友山看来，山寨赛事的主
办方可能需要承担行政责
任、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
任。以营利为目的的山寨
社团所举办的赛事，可能会
受到行政监管机关严肃查
处，如处以罚款或吊销营业
执照等行政处罚。山寨赛
事在赛事名称、品牌等方面
与正规赛事类似，从而导致
公众误认，则可能涉嫌违反
反不正当竞争法，构成不正
当竞争，需承担赔偿损失、
停止侵权等相应的民事责
任。

“为吸引学生参赛而过
度宣传可能被视为虚假广
告。如果这些证书实际上
没有相应的价值和权威，却
让公众误以为是代表高水
平或权威性的对外资历，需
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葛友
山说，如果通过虚假宣传或
不公平手段进行不正当商
业竞争，或形成一定规模的
集资诈骗活动等，还可能会
触犯刑法中的诈骗、非法经
营等罪名，情节严重的要承
担刑事责任。

“5分钟 2张国家级证书”“22个水
奖，帮我拿下 1.8 万元奖学金”……近
日，记者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到不少分
享自己拿国家奖学金、保送研究生的

“经验帖”，其分享的“核心秘诀”就在于
——付费参加“水赛”。

付费参加“水赛”的学生不在少
数。记者在某社交软件上搜索“加综
测”相关帖子，其中一篇“出××比赛参
赛证书”的帖子下方有 700多条评论，
不少网友称自己愿意付费收参赛证书、
获奖证书。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樊秀娣说，所谓的“水赛”其实是大学生
学科竞赛异化，主要表现为赛事奖项泛
滥，组织随意，活动存在不规范派发现
象，赛事项目名不副实等。

她在调研中发现，目前大学生学科
竞赛异化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有些
大学生学科竞赛奖项比例高达参赛总人
数的 50%以上，甚至有的赛事所有参赛
者都能得奖。部分赛事主办方对赛事组
织不够上心，相关规则不齐全或形同虚
设，例如有的赛事对参赛者资格、参赛作
品规格等无具体要求，相关人员对参赛
作品也不做任何形式的诚信审核，导致
奖项署名虚假情况时有发生等。

“不少赛事名称听上去‘高大
上’，但实际上‘挂羊头卖狗肉’。”
樊秀娣说。

最近的综合测评排名把张同（化
名）搞得焦头烂额。张同是某高校的
大三学生，其所在学校保研资格的评
比以学生的综合测评（以下简称综测）
成绩为依据，为激励学生全方位发展，
综测评分标准中有一项是“参加国家
型学科竞赛或国际型学科竞赛并获
奖，可以加3分至6分”。

“大家的基本成绩相差不大，想增
加综测分数就要多参加各种竞赛。”为
了能让自己的排名尽量靠前，张同想
多参加一些竞赛以获取加分。在社交
平台上寻找这类竞赛的参赛途径时，
他发现有些人靠参加一些获奖率很高
的比赛提高了综测分数。他私信询
问，对方发来一款APP，上面会发布各
种类型的竞赛考试。

交了 60元报名费后，张同参加了
一个写着“国际竞赛”的英语词汇比
赛，在网上答题，考完 5 天后就出成
绩。很快，他就收到了一张国际英语
词汇比赛三等奖证书。凭借该参赛获
奖经历，他顺利实现了综测加分。

在某高校读研二的宁萌(化名）感
觉自己“被卷着参加各类竞赛”。宁萌
说，学校依据综测评优评先，不少同学
参加了一些号称是国际、全国性质的
比赛，取得了很高的名次，实际上就是
在网上花五六十元，参加了一场线上
考试。

专利权也成买卖对象

定期更新竞赛名单 严惩学术不端

弄虚作假违规竞赛
严重者或担刑责

赛事名称“高大上”
实际上名不副实

号称“国际性比赛”
花钱就能拿到证书

受访专家认为，大学生在参加学科竞赛时要明确竞赛
的权威性和认可度，评估竞赛的专业性和难度，并警惕虚
假宣传和过度承诺，以防参加含金量不明的“水赛”。教
育主管部门、高校、竞赛主办方等需要合力有效规范学科
竞赛，促使学科竞赛回归“育人”的根本。

“部分大学生学科竞赛异化，主要责任在于竞赛主
办方，需各方合力整治。”樊秀娣说，教育主管部门须做
好顶层制度设计，坚决遏制和打击大学生学科竞赛中的
各种异化乱象，让广大学生免受竞赛不当得利干扰而安
心、踏实学习。管理部门一方面要出台相关大学生学
科竞赛管理细则，力保竞赛活动规范化、科学化、常态
化；另一方面要加大执法力度，对竞赛中的违法违规问
题严惩不贷，对出现竞赛乱象的项目主办方采取公开
警示、警告等，以防止其误导、欺骗社会公众。对于不
能保证竞赛结果公平公正以及因为各种问题屡被检举
而又不能改正的竞赛项目，管理部门应该取消其主办
方的办赛资格。

葛友山提出，需要从法律层面建立更加完善的规制
体系来阻止“水赛”现象的发生，并通过合理的法律解释
加大对山寨赛事的惩罚力度。“建议监管部门实行‘黑白
名单’管理制度，定期更新并公布竞赛的‘白名单’与‘黑
名单’。监管部门应指导‘白名单’内的竞赛主办方提升

办赛质量，确保竞赛的公益性和教育性，通过组织竞
赛切实提高学生的科研创新水平。”

对于在竞赛活动中发生严重学术不端
行为的学生、指导教师以及所在学校，樊
秀娣认为，管理部门也应该考虑对相关
责任人及其单位留下不守诚信记录或
者在资源分配时区别对待，以此来消
除或遏制不当得利带来的负面示范

效应。对于涉嫌违法问题，要
移交相关机关依法处理。

记者调查发现，为了综测加分，著作权、专利权也成了买
卖对象。

李子木去年本科毕业，他发现有不少想要保研的同学会
在网上花300元购买软件著作权。“我们学校在保研的时候，为
激励学生多搞创新，有软件著作权、专利权、外观设计等权利
的学生可以加 5分综测成绩，所以有些同学就开始到处找‘捷
径’。”

记者注意到，在不少购物、社交软件中，都有类似“××专利
申请助手”的广告。添加联系方式以后，对方告诉记者，不少学
生都在他们这里购买专利，加上了学分。只需要告诉他们自己
所学的专业，机构就会拟定几个可供选择的名称，付款后全权
由机构负责，自己不需要做其他事情。

“我给不少想加学分的学生都办过软件著作权，你放心
吧，没有任何风险。”陕西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极
力向记者推荐购买“软件著作权”。

上海某高校一名老师近日刚结束了研究生面试，她告诉
记者，面试时看到不少学生身背多项不相关的论文、专利以
及课题。“大学时间仅几年，如何跨界完成这么多任务？许多
课题与学生专业并不相关，学生却有这类成果，这可能会对
学生产生反作用，也让人怀疑这些荣誉来源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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