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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获4个博士学位，是神话还是笑话？
这两天，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

院的95后研究员赵子健火了。他的简
历称自己拥有艺术学、心理学、教育学等
4个不同方向的博士学位，以及两段博
士后经历，同时还在20多个行业协会或
社会组织兼职，横跨化工、抗癌、航空、电
子等多个领域。面对社会质疑，该研究
院回应称，已暂停与赵子健的聘任关系，
并对其学历学位开展核查。

一般来说，不到 30 岁读完一个博
士，再申请一个博士后，就已经很不容易
了，然而赵子健却获得4个不同专业的
博士学位，还有两段博士后经历，简直是
神一样的存在。果然，事出反常必有妖，
在网友质疑下，有关方面陆续回应，真相
渐渐浮出水面。比如，针对赵子健社会
兼职中的“北大博雅民营企业家智库特
聘专家”“元培专家人才库高级智库专
家”，北大方面称，这两家均不是北京大
学的官方智库。中国抗癌协会办公室工
作人员也表示，没有在该协会会员名单
中查到赵子健的名字。

关于那“4个博士”，内蒙古民族文
化艺术研究院初步核查发现，一个博士
学位已获得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
证，一个博士学位刚拿不久，正在申请认

证。而其教育学博士和圣经研究博士是
通过网络在线课程获得的，虽有证书，但

“中留服”并不认可。简单来说，就是至
少有两个博士学位属于“野鸡”学位。而
那个得到认证的博士学位，也属于一直
被舆论质疑的“速成水博”，含金量不高。

从新闻中可知，之前，赵子健是以
“韩国延世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副教授”

的身份进入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研究员行列的。而多家留学中介机构这
样介绍延世大学的博士后项目，“一年
制，学制短，无需脱产，线上模式，不用出
国，配备中文翻译，免除语言沟通障碍”

“每月1至2次周六授课”，出勤率达到
总授课日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参与案例
研究发表的，即满足结业条件。同时，称

这一项目是“针对中国职场人推出”的，费
用在18.6万元到19.8万元不等。综合这
些可以看出，该大学的“博士后”跟中国国
内的博士后似乎并非一个概念。因为在国
内，博士后是一个阶段性工作，非但不用交
钱、不用上课，还可以享受所在单位的薪酬
待遇和其他福利。

钱钟书在《围城》中写，方鸿渐花钱买了
“克莱登大学”的假博士学位，深以为耻，不
到万不得已不会拿出来。而如今，国内也有
一些人靠着“野鸡”学位和“速成水博”来混
迹学术圈，还洋洋自得。像“拿了4个博士学
位的95后研究员”，用脚指头想想都会觉得
有猫腻，可相关机构为什么意识不到，非等
舆论关注到了，才去做初步核查呢？是真的
反应迟钝，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

如今，赵子健已被暂停聘任。值得追
问的是，国内还有多
少类似情况？这不仅
是沽名钓誉，也会恶
化学术圈生态，造成

“劣币驱逐良币”。希
望所有高校和科研院
所都能好好查一查，
等到闹出笑话来再处
理就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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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粉里没红薯 虚假宣传被罚165万元 注册20多家公司有何用

“东北雨姐”翻车始末
“东北雨姐”，最初因拍摄东北农村

生活视频而火遍全网，收获了大量粉丝，
随后开启直播带货。近日，有网友质疑，
这位拥有 2000 多万粉丝的“东北雨姐”
在直播带货中所售卖的红薯粉是假的，
引发广泛关注。对此，“东北雨姐”所属
企业的工商注册所在地辽宁省本溪市本
溪满族自治县相关部门展开调查，并于
12日公布了调查结果。

调查情况显示，“东北雨姐”的雨姐
传媒与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六河粉条制
造有限公司签订《直播推广服务协议》，
为六河公司直播推广红薯粉条。经检
验，其直播推广的红薯粉条送检样品未
检出红薯源性成分，检出木薯源性成分，
其他检验项目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要求。
经查，雨姐传媒在直播中宣称红薯粉条

“除了红薯淀粉、饮用水、食用明矾，没有
乱七八糟的”“质量雨姐给你把控”等，与
事实不符，属于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

本溪满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官
方消息称，没收雨姐传媒违法所得和罚
款共计 165 万元，责令其暂停经营限期
整改，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同时，红薯粉
生产企业所在地有关部门也责令六河公
司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共计
671.76万元。消费者赔偿工作正在核定
中。目前消费者可以依据市场监管部门
认定的事实主张权益，要求赔偿。

“东北雨姐”是否知假卖假？

红薯粉事件，让“东北雨姐”从火遍
全国到虚假宣传被处罚，看似是事件的
开端，实则只是冰山一角。随着记者调
查的深入，“东北雨姐”的“秘密”也如同

开闸的洪水，一发不可收。
在整个事件中，我们也有诸多疑

问。首先，红薯粉送检样品未检出红薯
源性成分，检出的是木薯源性成分，也就
是说红薯粉里根本没有红薯。作为销售
方的“东北雨姐”，到底知不知道红薯粉
成分问题？

记者10月9日来到了“东北雨姐”所
在的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当时调查
组的调查正处在攻坚阶段。本溪满族自
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胡一兵表示，

“我们去现场查验的时候就发现两包商
品，都已经查扣做抽检了。一方面是检
测是否符合国家对粉条的食品安全国标
的标准，另一方面是抽检红薯粉、木薯粉
的含量。抽检结果，我们向抽检样品的
抽检者进行了送达。”

然而仅凭这份报告并不能确认她虚
假宣传的违法行为，执法机关还需要找

到另一个关键证据，那就是她是否明知
红薯粉成分的问题。为了搞清真相，调
查组赶赴朝阳，调取了生产厂家与“东北
雨姐”方面合作的相关资料。

从朝阳带回来的证据彻底改变了
“东北雨姐”的态度，也彻底改变了调查
的结论。两天后，本溪满族自治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确认“东北雨姐”
在直播中存在“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并对其进行了处罚。

她的家在不在磨石峪村？

“东北雨姐”以拍摄农村生活的短视
频收获了大量粉丝，在短视频中，“东北
雨姐”总是给人一种爽朗热情、勤劳能干
的感觉。短视频中“东北雨姐”主要生活
在本溪满族自治县一个叫磨石峪的小村
子里，很多网友质疑“东北雨姐”并非该

村村民，村子只是其拍摄短视频的影视基
地。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记者来到了磨石峪村，“雨姐”的“家”
位于半山腰，尽管已经没有人居住，但仍然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来到这里“参观”。
而在当地村民看来，这里并不是“雨姐”的
家。磨石峪村村民告诉记者，“就拍段子上
来，平时不在这。她（‘雨姐’）就不是我们
这村的。”“雨姐”的徒弟们也在村里租了民
房，专门用来拍摄短视频和直播。在村民
看来，这些人并不是在记录农村生活而是
在表演农村生活。

注册20多家公司有何用？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东北雨姐”夫妇
名下注册了很多公司。作为网络主播，直
播带货注册这么多公司又有什么作用呢？
从拍视频到直播带货，再到注册多家公司，

“东北雨姐”的“商业帝国”背后有着什么不
可告人的秘密？

通过公开的工商注册信息，记者查
到“东北雨姐”夫妇实际控制的公司有 20
多家。除了一个注册资金300万元的“辽
宁雨姐电商直播孵化基地有限公司”之
外，大多数公司都是注册资金 10 万元的
小微企业。那么，直播带货为什么要注
册这么多公司呢？记者采访了曾经负责
某头部主播公关业务的业内人士，在她
看来，这种操作在大网红那里很常见。
直播电商业内人士表示，“这样的话就是
能够占每个公司的减税额，合起来的话
就好弄了。”

为了把 2000 多万粉丝潜在的巨大商
业价值变现，“东北雨姐”团队精心打造了
一个商业网，但这一切的努力，在问题“红
薯粉”暴露之后成了泡影。 据央视新闻

央视报道“东北雨姐”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