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幕后中介泛滥、国外高校缺钱催生留学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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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诚信引发国际舆论关注

新西兰的留学造假案尚在调
查，但中国留学生诚信问题却一直是
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2011年11月，一篇题为《中国难
题》的文章在美国《高等教育纪事》上
公开发表，引起了美国舆论对中国留
学生诚信问题的关注。这篇文章的作
者是该报的高级记者汤姆·巴特利和
他的同事凯瑞·费希尔。

“2011年前后，中国留学生赴美
的数量增加很快，而暴露出的申请材
料造假问题，也成为美国各院校间的
一个重要话题。”巴特利说。据巴特利
回忆，2011年10月， 几名中国学生前
往堪萨斯州立大学报到，校方惊讶地
发现他们与托福考试证上的照片不
一致。一名中国学生用蹩脚的英文承
认， 自己向中介代理支付了3000美
元，以顺利通过美国学校申请的各项
考核。“他甚至忘记了自己申请论文
的内容。”巴特利回忆称。

2010年， 美国知名教育网站
Zinch.com曾公布一份报告， 称80%
的中国学生在申请时接受了中介公
司的帮助和服务。“中介代理相互竞
争，导致作弊、造假现象猖獗。”该报
告评估称。

“给力”之后再度吸纳网络热词

“屌丝”登上人民日报
近日，一向以严谨著称的《人民日

报》在见报文章中，首次使用了在互联
网上走红的“屌丝”一词，并用“屌丝心
态” 来形容当下社会中的一种集体心
态，引发网友广泛关注。

出现“屌丝”一词的文章，原题为
《激发中国前行的最大力量》， 全文共
800余字，刊登在11月3日《人民日报》
第五版特刊的“畅怀”栏目中。在文章
的第三段中，作者陈琨写道，“回望10
年历程，中国社会结构变化之深、利益
格局调整之大、 遭遇的外部环境之复
杂，实属罕见。市场经济的冲击余波未
了，全球化、民主化、信息化的浪潮又
不期叠加。分配焦虑、环境恐慌，拼爹
时代、屌丝心态……”

眼尖的网友很快注意到“屌丝”一
词。仅网友“报纸观察”发布的版面截
图微博，4日便迎来超过1400条转发。
网友“王永” 认为，“屌丝原指‘穷矮
搓’、‘有理想无追求’的群体，本是戏
谑说法，却引发网民共鸣。《人民日报》
的采用说明这一时髦又无奈的名词，
真正代表了一种社会心态和社会身
份”。

实际上，这已不是《人民日报》首
次使用网络热词引发关注。2010年11
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打出标
题《江苏给力“文化强省”》，让不少网
友颇为意外。当时仅在新浪微博，这一
消息即被转发了数千次，评论近千条。
有网友表示，《人民日报》 头版采用网
络新词是顺应网络潮流、 亲近网民的
表现。

■据南方都市报

香港大学医疗保健处牙科诊所近日
发生医疗事故，一批医疗器具被怀疑因人
为疏忽在未进行高温高压消毒程序下便
使用， 恐造成就医者通过血液感染病毒。
港大方面表示， 将尽力通知10月30日至
11月2日期间前往该诊所就医的病人进
行血液测试。

人为疏忽250人受影响
港大方面指出事故疑因人为疏忽造

成， 由于医疗器具未完成全套消毒程序
便用作诊治病人， 校方统计从10月30日
至11月2日之间的四天至少有250人至
港大医疗保健处牙科诊所进行有关治
疗，其中包括约百名学生、一百多名教职

员工和家属。
香港大学保健处正在安排疑受影

响的病人进行血液测试。截至4日，港大
保健处已与涉事的230人取得联络，其
中约100多名受影响人士已做了血液测
试，验血范围包括对乙型、丙型肝炎及
艾滋病毒等反应，据估计两日内有初步
结果。

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表示有关仪器
已经过三轮消毒程序，虽然欠缺最后一个
工序，但相信病毒已被清洗，病人受影响
机会不大。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梁智鸿对
受影响人士表示忧虑，也认为港大应向受
影响人士致歉，并呼吁受影响人士尽快回
诊所接受测试。

学生要求公布调查结果

港大校方已成立调查小组调查事件
起因，但不少学生还是表示担忧，港大学
生会和职员协会对此次严重的医疗事故
深表关注，要求校方调查原因。

港大学生会表示校方至4日中午仍未
向学生公布事故详情，更有受事故影响学
生表示不满，质疑校方“极速验血”成效，
并要求公开统计数据，建议受影响的同学
在验血时最好填写病历申报表，以作风险
评估，学校方面也应公开统计数据，如当
中是否包括长期带菌者，以释疑虑。据了
解，校方目前已向卫生署汇报事件。

■据南方都市报

新西兰移民局公布中国留学生造假案最新进展

231名留学生涉造假，16人遭遣返

新西兰留学教育展台吸引众多观众咨询。 CFP图

港大因医疗事故召回230名患者
一批医疗器具疑未完成全套消毒程序便使用

近年我国出国留学
人次变化情况
（据中国教育部统计报告）

中国留学
生造假案波澜
再起。 记者日
前获悉，今年7

月卷入新西兰留学申请材
料造假丑闻的231名中国
留学生，有49人被确认存
在造假行为，其中16人已
经被遣返回国。

目前， 针对中国留学
生诚信问题， 国外各院校
已经有所举措和应对，但
收效甚微。 破解留学生诚
信问题，更需要中国学校、
学生和机构的参与。

16名造假留学生被遣返

在为期3个月的独立调查
后，近日，新西兰移民局向49名
中国留学生发出驱逐出境通
知， 其中16人已被遣返并回到
中国。

今年7月底，新西兰移民局
宣称， 在北京办事处的1800份
留学签证申请中，发现279份存
在学历或材料造假的嫌疑，其
中231人已在新西兰各学校就
读。

新西兰移民局局长斯蒂
夫·斯图尔特表示，已派专人前
往北京调查此事。然而，独立调
查在持续3个月后， 仍进展缓
慢。新西兰移民局发言人马克·
皮尔西告诉记者：“调查还在继
续，在结束前，我们不方便透露
更多的细节和进展。”

对于中国留学生造假现象的大
规模出现，很多人将问题归咎于中介
的泛滥和学生缺乏诚信。

“在中国，有专门从事伪造和作
弊的中介公司，为留学生提供出国申
请材料。”新西兰《先驱报》记者林肯·
谭透露，一名23岁的中国留学生曾承
认，他向中介支付了1.8万美元，“以获
得伪造介绍信、大学学历和其他相关
材料”。

一家上海中等规模的留学机构
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富有的家长直
接找到中介，称其子女无法正常通过
考试，但“只要能帮助他们到国外读
书，一切价格都好谈”。

中介与学生自然是诚信问题
的制造者，但也有观点认为，国
外的学校同样难辞其咎。

中国学生海外留
学热潮背后， 确有
国外院校谋求
收益的考
虑。美
国

知名教育网站负责人麦彻同透露，此
前有美国州立大学招生负责人与其
机构联系，希望能在中国招收数百名
留学生。“理由非常简单，这所大学遇
到了财政问题，需要招收能够自己缴
纳学费的学生， 而中国学生具备
这方面的优势。”显然，这种扭
曲诉求的背后，难免会生
出各种滥竽充数式的
尴尬。
■据东方早报

2008年 17.98万

2009年 22.93万

2010年 28.47万

2011年 33.97万

2012年 预计
突破40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