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文买卖，损伤的不止是学术诚信

融媒·时评4 2020年9月22日 星期二
评论版邮箱：jjrbpl@163.com

责任编辑：李明希 校对：赵娟

蔡 斐

银行拒绝客户的“生日密码”也是权益保护
李英锋

张立美

“慢就业”莫成“懒就业”近 日 ，科
技 部 通 报 9 起
论 文 造 假 等 违
规 案 件 处 理 结

果。其中有 7 起涉及论文买卖，如中国
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张睿购买论文问题、
中国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于韬购买论文
问题、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张坚购买论文
问题。

论文买卖，在学术界并不鲜见。长
期以来，论文是职称晋升、项目评比以及
人才遴选的重要“敲门砖”。有需求，就
有买卖。于是，就有人围绕着论文发表
动起了歪心思，觉得有利可图，甚至将论
文发表打造成一门不折不扣的生意，形
成了从代写到发表的“一条龙”服务。即
使被发现，至多也仅归咎到学术诚信层
面，认为学术道德有问题。然而，论文买
卖，损伤的岂止是学术诚信？

论文，是一个科研工作者有独立知
识产权的学术成果。在一定意义上，论
文是脑力劳动以及相应体力实验、调研、
写作的产品，它以知识增量的形式为全
社会的知识发展作出贡献。那么，一旦
论文通过买卖的方式来获取并发表，至
少有两方面的恶劣后果。

一 方 面 ，论 文 买 卖 会 对 其 他 科 研
工 作 者 形 成 事 实 的 不 公 平，因 为 相 比
论 文 写 作 发 表 过 程 中 的 种 种 努 力，买
卖 是 一 种 最 直 接 最 快 捷 方 式，既 不 需
要 大 量 的 实 验 调 研，也 不 需 要 繁 琐 的

投 稿 和 不 断 的 修 改，同 时 还 会 挤 压 正
常论文发表最为稀缺的版面资源。另
一 方 面，买 卖 而 来 的 论 文 往 往 不 具 备
有 效 的 知 识 增 量，在 金 钱 刺 激 下 的 快
速 论 文 产 出 往 往 只 追 求“ 量 ”而 不 是

“ 质”，此 前 有 媒 体 披 露 不 少 论 文 的 代
写者只具备初中、高中文凭，这样的所
谓论文完全是拼拼凑凑，毫无意义，有
时连学术垃圾都算不上。

当一个科研工作者选择通过买卖
的形式来发表论文时，他显然已经忘记
了自己为什么要写论文，而纯粹沦落成
了为发表论文而发表，与科学研究丝毫
没有关联。在这个过程中，论文只是他
们通过金钱购买并满足私欲的一般等
价物。

从通报来看，不少人已然通过论文
买卖获得了科研项目、学术奖励、荣誉
称号、带生资格，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
位，拿到了学位证书。如果这种论文买
卖演变为一股刹不住的邪风，自然会有
更多人在结果导向的功利化驱动下相
互传染，放弃扎扎实实搞科研的苦拼，
选择找论文中介的捷径，这就很容易在
学术界形成一种不良的浮躁风气，损伤
到整个学术生态，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
科研质量。

目前，被通报的相关责任人已经分
别被处以终止项目、追回资金、终止或撤
销相关荣誉称号等处罚，处罚不可谓不
严重，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关键是，如何

从个案出发，建立健全完善制度，从产业
链条上打击论文中介的猖獗，从评价体
系上消除不科学的导向，从科研目标上
确立严肃求实的学风。

针对此，可建立以代表作为核心的
科研评价制度体系。一方面，通过高水
平的代表作，可以纠正目前科研评价体
系偏重数量的误区，也更能催促科研工
作者集中精力去做好一项专业领域的研

究，而不是广泛撒网，或者投机取巧，甚
至是买卖论文；另一方面，代表作是一个
宽泛的概念，既可以指科研论文，也可以
指课程、教案、专利、标准、资政报告、广
受好评的科普读物、行之有效的法规制
度、产生重大效益的技术方案以及有深
刻传播力影响力的时政评论。如此一
来，论文买卖的勾当自然会萎缩下去，逐
渐失去市场。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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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民刘某在一家银行申请开立
新卡时，用自己的出生日期作为密码，拒
绝银行工作人员关于设置更复杂密码的
建议，导致开卡失败。刘某以选择权和
公平交易权被侵害为由，将银行起诉到
法院，近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判决
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

银行拒绝客户自己选择的“生日密
码”，尽管获得了法院的判决支持，但恐
怕依然不能消弭很多人心中的困惑：设
置银行卡的密码属于客户的私事，属于
一种自由选择权，只要达到位数要求，客
户想设什么密码就设什么密码，银行应
无权干涉。银行拒绝客户的“生日密码”
导 致 客 户 开 卡 失 败，是 否 属 于 伸 手 过
长？是否属于妨碍客户选择自由？是否

属于霸王做法？
实际上，《商业银行法》已经就上述

困惑给出了答案。其中第六条规定：商
业银行应当保障存款人的合法权益不受
任何单位和个人的侵犯。第五十九条规
定：商业银行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制定本
行的业务规则，建立、健全本行的风险管
理和内部控制制度。

近年来，媒体接连报道银行卡被盗
刷事件，暴露出一些银行的管理漏洞，也
让相关银行承受了不小的压力。银行除
了更换防盗系数更高的芯片卡，要求客
户设置更复杂的密码也是加强风险管控
的必要举措。对此，《中国人民银行关于
进一步加强银行卡风险管理的通知》明
确要求：强化交易密码保护机制，建立交

易密码复杂度系统校验机制，避免交易
密码过于简单（如“111111”“123456”等）
或与客户个人信息（如出生日期、证件号
码、手机号码等）相似度过高。

银行卡密码的复杂程度和安全系数
既关乎客户的权益，也关乎银行的责任，

“生日密码”或者其他有规律的数字密码
等固然好记，但过于简单，安全系数太
低，很容易泄露或者破译，给客户的账户
安全带来隐患，形成银行风控的漏洞。
银行拒绝客户的“生日密码”或其他极简
密码，也是一种风险控制措施，既是对客
户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是履行法律责任
的必要方式。

银行拒绝客户的“生日密码”与客户
的密码选择自由并不矛盾，也并未剥夺客

户的开卡权。为了保障客户的账户安全，
银行划出了密码设定底线，在底线之上，
客户有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设定银行卡
密码的自由，而客户在底线之下选择密
码，就违背了安全要求，超出了自由选择
的合理边界。现在很多平台的账户注册
都对密码的位数、结构组成等安全系数提
出了明确要求，银行设定密码安全边界符
合风控通行惯例，符合安全管理规律，具
有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和必要性。

上述案例对社会具有普遍教育意义，
对民众也是一种安全警示：远离那些安全
系数很低的银行卡密码或者其他重要的
支付密码、交易密码等，这既是对自己的
财产安全负责，也是对相关单位堵塞安全
漏洞、履行安全保障责任的有效配合。

据统计，我国越来越多 90 后，尤其是 95 后年轻人告别传统的毕业
就工作模式，成为“慢就业族”。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一边是数量屡创
新高的高校毕业生，一边是受疫情影响调整招聘计划的用人单位，压
力之下，2020 年应届毕业生“慢就业”现象更加凸显。

大学毕业生直接选择就业还是选择“慢就业”，都是个人的选择，
我们应当予以尊重。从长远发展角度看，一些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
业”未尝不是一种理性选择。大学毕业生可以暂时停下脚步，进行创
业考察，思考人生道路，找准事业发展方向，在“慢”的过程中积攒、积
累、提升，为下一步的就业、创业打下更好的基础。所以对此，社会应
当多一些包容、宽容和理解。

但是，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要充分计算自己和家庭可以承
受的时间成本、经济能力。如果父母省吃俭用供子女读大学，结果子
女大学毕业后不就业，仍然不能实现经济独立，继续靠父母养着“慢就
业”，过着实质性的啃老生活，这就有所不妥了。

大学毕业生选择“慢就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更高质量的就
业，“慢”本身并不是目的。大学毕业生一定要事先确定“慢就业”的规
划和目标，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实现自我提升，让“慢就业”有意义，不能
因“慢就业”没有压力而漫无目的，荒废了大好时光。

总之，一些大学毕业生可能会选择“慢就业”，但青春宝贵，大学毕
业生还是应当优先选择就业，走进社会，“慢就业”应是次优选择，尤其
是不能因懒得就业、害怕就业、逃避就业、不愿就业而选择“慢就业”，
把“慢就业”当成“懒就业”“怕就业”“不就业”的遮羞布和借口。这实
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啃老，令人不齿。同时，高校需要强化职业生涯
规划、就业技能教育，引导大学生在校期间树立职业目标，提高职场竞
争力，教育大学毕业生正确、科学认识“慢就业”，为选择“慢就业”的大
学毕业生提供更多帮扶。

秋高气爽，秋色如画，正是旅游好时节。今年的“十一”假期与中
秋节叠加，形成了长达 8 天的“超级黄金周”，民众出游热情高涨。为
此，旅游行业铆足了劲“抢人”，不少线上旅游企业打起补贴战，线下多
地景区掀起了门票降价潮。

无论是适当补贴，还是合理降价，都是市场竞争手段，也是旅游业
复苏和经济活力恢复的标志。不过，千万不能因为一时的经济利益，放
松疫情防控和安全意识，该采取的安全措施绝不可少。防疫安全不可
少。虽然我们取得了疫情防控重大战略成果，但国际疫情依然严峻，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必须毫不放松地抓好。交通安全不可少。假期
中景区附近难免交通紧张，需要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各地交通管理
部门需要加强统筹与监管，游客出行应根据交通情况及时调整出行计
划，做到不凑热闹、不聚集、不麻痹大意。设施安全不可少。一方面，景
区景点应该及早做好设施检修工作，旅游管理部门则需加强质量监管；
另一方面，景区景点还要做好黄金周期间的应急预案，保障好游客生命
财产安全，力争万无一失。食宿安全不可少。民以食为天。国庆黄金
周期间，景区食宿安全须做好四个方面工作。一是重视食品安全，二是
重视餐饮节约，三是重视住宿质量，四是重视游客投诉。同时，公安、消
防等部门要做好游客人身安全工作，防止治安事件发生。只有把上述
工作做好，才能度过一个平安的长假。 （《经济日报》）

“超级黄金周”要“超级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