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纲”“拔高”改头换面“假关门”躲避打击
———严令之下校外培训机构新动向调查

我“海淘”到的“宝贝”是真的吗？

“超纲”“拔高”改换名目避开敏感词，防暗访“假关门”应对检查，大量“无证无照”的培训机构隐匿存在。近期，记者在南京、武汉、成都等地调查发现，严令整治之下，校外培训机构不仅依然
火热，还出现了一些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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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消费升级，中国消费者海外购的需求愈发强烈，各大跨境电商平台的兴起和微信圈“人肉”代购的出现让消费者“足不出户淘遍全球”。 但同时，随着“海淘热”的持续升温，商品真伪鉴
定难、退换处理难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凸显。

“‘提高班’改名为‘敏学
班’，‘尖子班’ 改为‘勤思
班’，‘尖端班’ 改为‘创新
班’。 ” 南京学而思一位老师
告诉记者，近期为应对教育部
门检查， 班型名称“改头换
面”。

“但内容和教法还是一样
的，就是名目改了。 ”这位老
师直言不讳地向记者透露，虽
然教育部门明令禁止超纲、拔
高教学，他们也只是在向家长
宣讲时变通一下说法 ，“以
前，我们跟家长说是两年学完
三年， 现在叫‘学得更深更
广’。 ”

成都李女士的女儿即将
升入小学四年级，今年以来一
直在某培训机构上语数外辅
导班。 李女士发现，该培训机
构数学普通班所教的内容通
常比学校教学进度超前两个
学期，英语班在三年级下学期

就把所有语法时态都学完了，
而学校五六年级才讲“过去
时”。

记者调查了解到，严令整
治之下， 各地的杯赛已被叫
停，但还会以改换名目的方式
暗地里存在。由于一些学校升
学选拔时仍以杯赛证书为参
考依据，升学考试也会涉及超
纲内容，导致不少家长依然热
衷于参加培训机构主导的考
试。

“现在没有杯赛了，有的
叫‘调研考试’， 其实就相当
于过去的杯赛。 ”南京王女士
的小孩马上要小升初，最近她
正在为选择哪家培训机构发
愁，“一些学校虽然说是不看
证书、不看杯赛，但实际上小
升初数学还会考奥数题，英语
还会考初中的知识，不在外面
学小孩怎么考得上？ ”

为躲避打击，一些培训机

构变得十分警惕。“对于听课
的家长，一定要保证是本班的
孩子家长。 ”“如果有陌生家
长找到老师询问一些课程大
纲的话，尽量引导家长找我们
的伙伴（指行政人员）， 避免
介绍大纲中涉及敏感词汇。 ”
———这是南京学而思为防教
育部门和记者明察暗访发出
的内部通知。

记者以家长身份在一家
名为“得骥教育”的培训机构
咨询报名时，因私下与家长打
听教学质量好坏，一名工作人
员发现后要求记者出示身份
证，拍照留存后以不能与家长
讨论为由要求记者离开。

记者调查了解到，有部分
培训机构为了躲避监管，在上
课时关灯、关门造成没有开业
的假象，甚至要求家长“只进
不出”， 等到下课才统一带孩
子离开。

班型名称“改头换面” 防暗访“假关门”躲避监管

记者从南京市教育局了解
到，经初步摸查，目前，在工商
部门登记的培训机构有 10300

多家， 经过南京市教育部门审
批的培训机构只有 569 家，而
其中仅 111 家可以从事文化类

培训和补习； 经过人社部门审
批和在体育部门备案的分别有
200多家。 这意味着在教育、人

“无证无照”隐匿存在 灰黑地带“多不管”

“有的培训机构一个假期
就把一整个学期的教材都讲完
了。 ”南京市某小学特级教师告
诉记者， 一些培训机构在很短
时间内蜻蜓点水地把知识灌输
给学生， 一些学生不仅没真正
弄懂吃透， 还会导致他们在课
堂上不专注听讲， 干扰了正常
的教学秩序。

武汉市校外培训机构专项
治理行动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
人表示， 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
满足了人们对教育多层次、多
元化的需求， 对现行教育体系
是有益补充， 但也存在培训资

质、场地安全等一系列问题。
记者从南京市教育局获

悉， 目前各区正在排查摸底校
外培训机构数量， 要求 8 月 31
日前， 各区公布校外培训机构
“白名单”和“黑名单”。

“校外培训机构整体上必
须管，但仅靠教育部门一家‘包
打天下’ 也很难做到， 需要教
育、工商、人社、公安等部门形
成联动机制合力监管。 ”江苏省
工商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一些小培训机构躲避在居
民区不仅扰民， 还存在安全隐
患。 /新华社

摸清底数分清“黑白” 联合执法长效监管

新手妈妈赵女士最近在某
海外购网站购买了 10 罐高培
冰纯羊奶粉。 随后赵女士发现，
冲调出来的奶粉不仅底部有黑
色沉淀物，而且全英文罐体上的
二维码还扫出了个人公众号。

当宝宝喝到第二罐的时候甚至
出现满脸湿疹的情况。 她向商
家索要清关证明被拒，商家以商
业秘密为由在为赵女士提供的
奶粉采购单上， 将采购时间、条
码等做了马赛克处理。 赵女士

认为对方销售给自己的奶粉是
假冒伪劣产品，但是商家让其出
具假货的鉴定证明。 最终，经过
深圳消委会调解，商家退回了其
未开封的 8罐奶粉。

2015年 8月 26日，河南省
平顶山市消费者张先生在淘宝
网一品全球海外购花费 9180
元购买了一块欧米伽男表 。
2018年 3月 27日，他发现表走
得有点快，于是到郑州欧米伽售
后去维修，欧米伽售后负责人告
知张先生此表为仿冒产品，不予
保修。 虽经当地消协调解，但因
张先生无法获得产品真假鉴定
证书，卖家不予退货，张先生维
权无果。

中国消费者协会商品服务
监督部主任皮小林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随着‘海淘’的兴起，跨
境电商平台的投诉量呈显著增
长趋势。中消协现在每天收到的
跨境电商问题投诉咨询主要集
中在跨境电商平台疑似售假、售
后维权困难、进货渠道难判断等
方面。 ”

海淘“淘”到疑似“假”宝贝

疑似假货，但是又不确定，
找商家维权却又无凭无据，这
让许多“海淘” 消费者十分纠
结。而对于这些人的遭遇，国内
代理商却并不支持为他们提供

“专柜验货”。
“消费者‘海淘’遇假后，商

家一般要求消费者出具正规检
测机构或品牌商假货检测报
告，但由于检测费用、检测机构
渠道、检测标准等因素，消费者
通常无法出具正规渠道的检测
证明，只能凭手感、触觉以及使
用情况等判断疑为假货。”皮小

林说。
“由于受进货渠道、专利产

品商业机密保护等因素的影
响，‘淘’ 来的商品很难得到
国内代理商的正品鉴定。因此

‘支持专柜验货’ 也就成了空
谈。 ”皮小林表示。

“支持专柜验货”成空谈

2018 年 2 月 7 日， 中国
消费者协会发布 2017 年“双
11”网络购物调查结果。在“海
淘”商品鉴定方面，体验人员
实际购买了 93 个“海淘”商
品， 涉及 37 个品牌， 但仅有
19 个品牌的商标权益人或授
权人愿意对样品做真伪鉴定，
结果显示 16 个样品涉嫌仿
冒。

那么，第三方权威检测机
构是否能做出正品判断呢？中
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
检测中心乐粉鹏对记者表示

受限于检测标准的缺位，第三
方机构只能检测产品是否满
足国家标准。消费者只有通过
产品的购买渠道和一些产品
的防伪标识来分辨真伪。

真假难辨让消费者的知
情权难以得到保障，而记者调
查发现多家跨境电商平台不
支持 7 日无理由退货。这也直
接剥 夺了 消 费 者 的 “后 悔
权”。 这意味着， 消费者一旦
怀疑入手假货，将面临难以鉴
别真伪且难以退货的尴尬局
面。

如何填补“海淘”商品鉴
定空白 ，维护“海淘 ”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成为社
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第三方鉴定机构和品牌
方可以共建海淘产品鉴定中
心，一方面鉴定质量，另一方
面鉴定真假。 同时应督促品
牌方履行责任， 关注消费者
真假鉴定诉求。 ”皮小林说。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朱剑桥建议， 首先
需要在法律层面上进一步明
确商标所有人的鉴定权利和
鉴定义务与责任， 其次明确
销 售者 对产 品 真 实 来 源 情
况、 获得合法授权情况等负
有保障和信息披露义务 ，或
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保护消费
者知情权。

“据我了解， 目前国内还

没有专门针对‘海淘’商品的
鉴定标准，现实中最有效的办
法就是找品牌商标的权益人
或授权人鉴定真伪。 因此，在

‘海淘’ 消费越来越普遍的背
景下，亟待探索建立适合现实
需要 的监 管机 制 和 鉴 定 标
准。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刘俊海建议， 国外品牌在
华分公司可以开展真伪鉴定
业务， 同时鼓励开办针对海
淘产品的第三方公立的鉴定
机构。

刘俊海认为，品牌企业也
应做好善意的风险提示 ，告
知消费者如何识别真假。 对
于不讲诚信的海淘平台 ，监
管部门应及时纳入失信黑名
单。 / 新华社

权威鉴定机构亟待建立

社、 体育等行业主管部门审批
备案的培训机构仅占一成左
右。

武汉市教育局向记者提供
的数据显示，目前，武汉校外培
训市场主体共有 1 万余家，其
中，在教育部门审批备案的文化
教育培训机构只有 460 多家，
在劳动人社部门审批的职业技
能培训机构有 200 多家。 未经
任何部门审批登记的“无证无
照”培训机构约有 1600多家。

根据相关法规， 非学历型

校外培训机构需取得办学许可
证才拥有教育培训资格， 由于
申领办学许可证门槛较高，目
前市场上不少教育培训机构处
于“有照无证”甚至“无证无照”
的灰黑地带。

“工商部门只能告诉你发
了多少个营业执照， 有多少家
办学要到教育部门去查。 ”南京
市工商局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谁发证谁监管，工商只发照
不发证， 教育培训机构办学只
有教育部门可发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