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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苟晶 網上圖片

1999年，河南的龐躍
華拿着張志剛的大學錄取
通知書，進入河南開封電
視廣播大學學習。在2010
年事發前，龐躍華已成為
副科級幹部，而張志剛則
一直在西安等地打工。

2003年，河南的張瑩
瑩冒用王娜娜之名進入周
口職業技術學院學習，並
成為教師。2015年，王
娜娜發現被人冒名頂替，
然而周口職業技術學院以
找不到法律法規依據、無
權恢復學籍為由，拒絕王
娜娜的學籍恢復申請。

2004年，湖南的王佳
俊冒用同學羅彩霞之名，
進入貴州師範大學攻讀本
科，而羅彩霞於2005年
考入天津師範大學。畢業
後的羅彩霞面臨因身份證
被盜用而被取消教師資格
證書等一系列問題。

2006年，山東「高考
移民」許娟娟冒用內蒙古
麻巧珍的身份信息，考入
中北大學。這導致麻巧珍
從內蒙古財經大學取得的
學歷，無法獲得驗證，她
無法考取行業相關的資格
證書，也無法考研。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據報道，今年5月，山東冠縣農家女陳春秀參
加完成人高考後，在學信網上查詢學籍信息

時發現，16年前被陳某某冒名頂替入讀山東理工
大學。事件披露後，冒名頂替者陳某某已被解
聘，其學歷被註銷。冠縣紀委監委也已對陳某某
立案審查，並將其涉嫌違法線索移交公安機關，公
安機關正組織開展調查。山東省教育廳在回應
「200多人冒名頂替取得學歷」事件時也擺明了態
度：「無論是歷史原因，還是頂風違紀，我廳始終
堅持零容忍的態度，發現一宗，堅決查處一宗。」

多在曾用名現用名間轉換
事實上，近年來，媒體已披露多起冒名頂替

上大學事件，受害人的遭遇極為相似：在縣級及
以下區域生活學習，身份證件被偽造、錄取通知
書被挪用、相關證件無法辦理，繼續深造和畢業
就業面臨尷尬時才發現自己被冒名。到底是哪些
環節出現了漏洞，如何能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
生，成為輿論關注焦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多個案例發現，在曾用名

和現用名之間進行轉換，是冒名頂替者的慣用伎
倆。他們偽造「考生登記表」、考生檔案、戶口
遷移證等文件，將自己的真名填作「曾用名」，
在「姓名」一欄填寫被頂替者的姓名，之後利用
被頂替者的考生檔案投檔錄取。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亦表示，在

信息不夠發達的年代，可能有兩種情況會導致考

試的信息被盜用：一種是在冒名頂替的過程中，
頂替者會勾結當地政府部門有關人員，將被頂替
者的學籍檔案從檔案庫中調出，再持被頂替者的
檔案入學報到。第二種就是頂替者將身份信息全
部更換成被頂替者的，再去大學報到。而一些大
學對新生入學手續要求的不嚴格也容易導致鑽空
子情況的發生。
在熊丙奇看來，除了譴責冒名頂替者之外，
還有制度漏洞和監管問題等更多內容需要釐清。
涉事的應當包括被冒用者所在高中、當地招生
辦、戶籍管理部門、高校招生與學生管理部門
等，要追究所有環節有關人員的責任。只有對任
何違規違法操作都「零容忍」，才能杜絕權力濫
用，維護高考公平與正義。

倡恢復被頂替者受教育權
另外，除了經濟上賠償，被頂替者受教育權的

恢復也非常重要。在受訪時，陳春秀表示，想恢
復名譽，重新到山東理工大學就讀。校方態度由
此前的「無此先例」轉為「努力幫助陳春秀實現
重新到高校讀書的願望」。對此，熊丙奇表示，
在查處冒名頂替者的同時，對被冒名頂替者的受
教育權進行救濟，也是維護教育公平與正義的必
要舉動。他建議，從更高的層面拿出統一的原則
性方案，實行「一人一策」。中國人民大學法學
院教授張新寶也曾對此提出建議：「對個人的救
濟，教育部可以考慮特設高考補錄制度。」

22日，網友苟晶發貼稱自己曾在1997年和
1998年山東高考中連續兩年被冒名頂替，其中
1997年頂替者為此前自己高三班主任的女兒，班
主任曾給苟晶寫過懺悔書；而1998年，她在未填
報相應志願情況下被湖北一院校錄取。今次她選
擇發帖，是想了解自己被頂替的全過程。針對此
類事件，有網友表示，被偷走的人生不能賠錢了
事。很多受害者可能還不知情，應倒查20年，讓
受害者獲得知情權，為自己所遭遇的不公討回一
個公道。
「1997年，我參加了第一次高考，拿到的成績

是假的，我的班主任老師，讓他女兒頂替我的名
字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學，而我落榜復讀。他的女
兒畢業後，在濟寧一所中學教書，任後勤部老

師。2003年班主任老師託人帶了一封手寫的懺悔
信，我才知道自己當年被頂替了。 1998年，我
以全任城區前幾名的摸底成績，高考再一次落
榜，因為我拿到的成績又是假的……」苟晶在網
絡發帖稱，她已向山東省教育廳實名舉報，只求
一個答案。目前，山東老家的各相關部門都已向
她致電核實並迅速展開調查，並稱調查結果將及
時向社會公開。

苟晶：「不會妥協」
同時，苟晶也提到，有人想盡辦法讓她刪帖，

甚至牽連到她的親友，以及親友孩子的中考命
運。對此，她不會妥協。她說，發布這些內容，
就是想知道改寫自己命運的「神操作」是如何完

成的。
對於高考頂

替事件，網友
時鳳認為，對
調包者的處罰
太輕了。希望
國家對頂替上
大學者像對拐
賣婦女兒童一
樣，從根源入手，從嚴處理。她的觀點得到了網
友kobu的贊同。「酒駕冒名頂替者入刑，冒充他
人求學，改寫受害者人生，更應入刑，以儆效
尤！」她說，「窮人家的孩子上了大學，可能改變
一生，被你換了，等於一生也就沒了希望。」

針對冒名頂替者觸犯了哪些法律，被頂替
者可獲哪些賠償等問題，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洪道德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此類事件多發生在多年前，當年頂替行為未
被中國刑法列為犯罪，因此目前無法用刑事
法律來追究，但應承擔民事責任。他認為，
對頂替者最嚴厲的處罰是通過取消一切學
位、撤職和巨額罰款等，讓他們失去自己最
在意的東西。另有法律人士表示，冒名頂替
上學侵犯了公民的姓名權、名譽權，進而侵
犯了公民的受教育權。
洪道德認為，要從冒名頂替者的動機入

手，最嚴厲的處罰就是取消他因冒名頂替
而獲得的一切利益。例如：他冒名頂替上
大學之後，又取得碩士、博士學位，獲得
的工作，一經發現全部撤銷。同時，還要
對其進行巨額罰款，讓他們一無所有。他
說，「如果說我們的法律對此類行為亮明
了這樣一種態度，人們在冒名頂替之前可
能要掂量掂量是否值得。」
洪道德還提出，應追查冒名頂替者家人

是否涉及偽造國家公文或證件罪、行賄罪
等，相關教育部門和公安機關是否涉及受

賄罪、濫用職權罪、及偽造國家公文或證
件罪等。

受教育權仍未列入保護
如何補償被頂替者？洪道德說，目前，

中國關於受教育權被侵害如何賠償還沒有
具體規定，建議盡快立法，採取極嚴厲的
懲罰性賠償標準。
另有法律人士表示，冒名頂替者長期使

用他人的身份，可能觸犯使用虛假身份證
件、盜用身份證件罪。他們還侵犯了公民
的姓名權、名譽權，進而侵犯了公民的受
教育權。
關於受教育權，有法律人士表示，這屬
於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然而無論是在即
將施行的《民法典》還是目前仍有效的
《侵權責任法》中，均未將受教育權列入
受保護的權利或者權益。在2008年《關於
以侵犯姓名權的手段侵犯憲法保護的公民
受教育的基本權利是否應承擔民事責任的
批覆》被廢止後，像陳春秀這類受教育權
被他人侵害的案件，能否得到民事法律上
的支持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高考是守護教育公平及社會公平的重要底線。
無論來自哪裏，家庭富有還是貧窮，所有考生都

站在同一條起跑線前，公平競爭，這是全社會的共識。然而今次
「高考錄取頂包」事件的曝光，再一次觸痛了無數國人的神經。
人們紛紛呼籲，此類事件是對高考公平的玷污，必須嚴查嚴懲嚴
治。更有網友直言「高考頂替是史上最不要臉的搶劫案。」

堵塞漏洞 完善制度
被頂替者的人生遺憾或許無法彌補，但正義不能缺席。今次頂替

事件發生後，教育部門迅速介入調查並提出，對於發現的問題，將
依規依紀依法嚴肅查處，堅決維護教育公平正義。這樣的動作和表
態值得肯定，但治理冒名頂替絕不能止於「出現一宗查處一宗」。

「高考錄取頂包」事件應該有一份「教科書式」的調查方案，
挖出所有參與違法違規操作的責任人，嚴懲所有濫用職權、徇私
舞弊、踐踏他人人生的作惡者，從而進一步反思，制度是否足夠
嚴密，監督是否足夠到位。畢竟「高考錄取頂包」的陳年舊案並
不少見。只有將堵塞漏洞、嚴厲懲戒和完善制度結合起來，再輻
射到每個部門、每個責任人，把這本「舊賬」翻徹底，才能織好
這張維護教育公平的網。

同時，我們更期待，待到真相查清之後，有關方面能有一套合
理合法的方案，讓被頂替者得到心靈的慰藉和應有的補償，圓了
陳春秀們的大學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山東242人涉嫌冒名頂替入學 專家籲徹底追查究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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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高考錄取頂包」事件持續發酵，

引發社會廣泛關注。從山東冠縣陳春秀

16年前被他人頂替上大學，到央視著名

主持人康輝披露自己在河北高考錄取時險

被頂包，被公認為內地最公平的高考制度

經受輿論拷問。而山東清查發現有242人

涉嫌冒名頂替入學取得學歷，人數之多，

範圍之廣，更是刺痛了公眾的神經。人們

不禁要問：越查越多的大學錄取頂包醜

聞，幕後黑手都是誰？制度漏洞和監管缺

失在哪裏？被頂替者錯失的人生誰來買

單？對此，多位專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採訪時呼籲，要徹底追查和問責涉案所

有環節違法者，剷除冒名頂替者背後的利

益鏈，同時推進大學錄取制度改革，強化

法律懲治力度，從根本上修補高考錄取頂

包暴露出的結構性漏洞。對於被頂替者，

教育部門則應考慮實施專項救濟和合理補

償，教育正義雖然遲到，但必須伸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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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高考被頂替 網友：應倒查20年

法律專家：取消因頂包所獲利益 據了解，「高考錄取頂
包」事件多發生在2009年之
前。冒名頂替者之所以能成
功，是鑽了當時信息傳遞不
夠發達、各種資料多為紙質

材料容易偽造等漏洞的空子。
由於多年前高考是否被錄取並不容易查

詢，有些考生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書就以為
自己落榜了。而冒名頂替者則通過非法手
段拿到被頂替者的錄取通知書，然後偽造
學籍檔案等材料，頂包上學。隨着信息化
的發展，身份證、社保賬戶、銀行賬戶開
始互聯互通，並且逐漸保證唯一性。那些
冒名頂替事件，也逐漸浮出水面。

為防止冒名頂替事件再演，教育部門曾
於2009年嚴查疑似冒名頂替在校生，並嚴
格實施新生入學資格複查。這些措施都取
得了相應的效果，近年來少有新發生的冒
名頂替案件進入公眾視野。

然而，在近期冒名頂替事件中，這些冒名頂替者
獲得學歷時間多為 2002 年至 2009 年。有專家表
示，產生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可能是先前教育部門
對冒名頂替的核查主要是針對在校生，對於在2009
年之前已經畢業取得學歷的學生，還沒有徹底開展
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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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位專家呼籲多位專家呼籲，，要徹底追查和要徹底追查和
問責涉案所有環節違法者問責涉案所有環節違法者，，從根本上從根本上
修補高考錄取頂包暴露出的結構性漏洞修補高考錄取頂包暴露出的結構性漏洞。。
圖為山西太原高三學生備戰高考圖為山西太原高三學生備戰高考。。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