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3日， 来自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志愿者在展馆投入工作前合影。 据了解， 上海电子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共选派110名志愿者参与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志愿服务工作。 志愿者将
参与交通引导、 来宾接待、 服务引导、 综合协调等工作。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教育
部、 国家统计局、 财政部11月
3日发布2019年全国教育经费
执行情况统计公告 。 公告显
示 ， 自 2012年实现 4%目标以
来，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连续
8年保持在4%以上。

2019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
入为50178.12亿元， 首次超过5

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8.74%。 国
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40046.55
亿元 ， 首次超过4万亿元 ， 比
上年增长 8.25% ， 占GDP比例
为4.04%， 连续8年保持在4%以
上， 4%成果进一步巩固。 全国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教 育 经 费 为
34648.57亿 元 ， 比 上 年 增 长
8.30%， 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比例为14.51%， 比上年提高了
0.03个百分点。

根据统计公告 ，2019年全
国幼儿园、 普通小学、 普通初
中 、普通高中 、中等职业学校 、
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
算教育经费增幅分别为12.30%、
5.48%、 5.00%、 8.36%、 5.99%、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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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将一张金属贴片贴在手
机背部的 “有效位置”， 信号就
能从1格变成3格， 让玩游戏、 刷
视频不延迟……近期一位杭州消
费者程先生向记者反映， 自己被
“手机信号增强贴” 给忽悠了。

一段时间以来， 号称能 “全
场景” 增强手机信号的“增强贴”
热销网络。这张小小的贴纸，到底
是“黑科技”还是在“黑”顾客？ 新
华社记者进行了调查。

商家称“全场景”增强信号
商品热销网络

地下车库信号差、 游戏网络
不稳定、 高层办公楼信号时好时
坏……记者发现， 在多家知名电
商平台均有手机信号增强贴热
卖， 宣称能满足手机用户改善信
号的需求。

此类商品价格在3元至70元
不等， 部分商家月销售过千单，
还有商家拼单销售数额显示超过
10万单次。 多名商家客服向记者
展示的商品说明图片中均写有
“热销海内外” 等字样。

相关商家宣称此类增强贴能
智能放大信号 ， 在地下室 、 别
墅、 山区、 农村等场所可全面适
用， 且各家运营商的信号均能大
幅提升。 还有部分商家向记者表
示， 几款手机信号增强贴同时具
有提升手机性能 、 降低辐射水
平、 延长电池寿命等功能， 并提
供相关产品说明书 “证明”。

目前电商平台在售的信号增
强贴品牌众多， 但记者发现大多
非正规商品 。 记者通过天眼查
App查询发现， 不少品牌生产厂
家的产销范围并不包括增强贴，
而记者购买的多个品牌增强贴包
装中均未见商品合格证， 商家也
无法提供。

“时不时就能在抖音、微信群
里看到有人推荐。”不少消费者表
示因网络推荐购买增强贴， 但发
现效果与宣传不符。 有消费者评
价称“一点效果也没有，还是信号
很差。仔细想想增强贴没有芯片，
怎么可以读取手机信息， 又怎能
修改系统设置、优化网络”。

专家检测：原理不成立
实验室场景：无明显增强

记者针对贴纸效果与原理询
问平台商家， 客服回复： “只要
手机后盖不是玻璃的就可增强，
贴上后1格信号一般可以增强至3
格。” “原理是贴纸 （芯片） 可
以增加手机的波长。”

这一说法是否可信？ 杭州电
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学院教授李
金新在浙江威力克通信实验室向
记者展示了手机信号增强贴的现
场实验结果。

李金新说， 从材质和结构上
看， 商家宣称的目前最先进款型
的信号增强贴是在一张塑料片上
镀了一层铝膜， 铝膜上面还印有
一层类似磁性油墨的材料。

对于 “增强贴原理是通过拉
长手机内置天线接收信号的波长
来增强信号的接收范围”说法，李
金新表示：“这从原理上讲不通。”

他告诉记者， 首先波长在现
实生活中不可能被 “拉长”； 其
次放大任何东西都需要能源， 而
贴纸属于 “无源天线”， 无法为
有效放大信号提供能源。

那么贴纸能通过 “共振放大
信号” 的说法属实吗？

李金新说 ， 不同的手机型
号、 运营商导致各手机信号频率
不同， 要实现共振就必须与相应
手机信号的频率相同 ， 当前而
言， 一张贴纸即便能产生某种共
振 ， 也不可能符合所有手机频
率， 不可能实现商家宣称的 “全
场景” 应用。

专家介绍， 代表手机信号强
度的单位是dBm， 由于手机信号
强度一般较小， dBm一般都为负
数。 记者在实验室场景看到， 手
机固定在一个位置上， 手机无贴
纸 时 ， 其 信 号 强 度 数 值 在 -
81dBm上下浮动 ； 手机有贴纸
时， 其信号强度数值在-85dBm
至-79dBm之间浮动。

“信号强度dBm的值越大表
示信号越好。 实验场景， 测试变
化波动幅度在正负3dB区间内 。
实验室场景测试， 贴纸几乎没有
增强信号的能力。” 浙江威力克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吕
小良说。

“我们还在快速通行的地铁
里、 开阔场地、 电梯里等处进行
了测试 。 结果是贴上增强贴之
后， 手机信号不增反降。” 吕小
良称， 如果手机信号增强贴真有
“黑科技” 效果， 中高端手机早
就内置此解决方案， 不必消费者
额外付费购买。

为何 “伪科技” 产品
频频成网红

能 “包治百病” 的 “量子”
医疗器械、 可 “修复皮肤松弛”
的 “石墨烯” 保暖衣、 预防近视
“神器” 防蓝光产品、 “可降糖
70% ” 的 网 红 “脱 糖 电 饭 锅 ”
……记者发现， 近年来出现不少
打着 “黑科技” 幌子的产品在市
场上坑骗消费者。 专家表示， 伪
高科技产品走红有不少 “帮凶”。

网络 “伪科普 ” 误导消费
者。 “信号增强只跟手机终端接
收的信号强度有关系。” 李金新
表示， 有不少人对通信速率存在
误解 ， 信号强下载速率会快一
些， 但不是绝对的。 数据下载不
仅取决于网络， 还取决于输出数
据的服务器以及用户数。 “网上
讲贴上信号增强贴能提高下载速
率， 这是个伪命题。” 李金新说。
而记者发现， 不少抖音号上都发
布过宣传此类信息的 “伪科普”
视频， 其中部分广告痕迹明显。

部分网络商家则利用此类商
品 “成本低、 价格便宜， 消费者

买回来 ‘有用就用， 没有用也不
会有太大的损失’” 的心态， 半
卖半骗， 走量牟利。

部分网络电商平台未能压实
主体责任 ， 在针对相关商家资
质、 商品证书等方面的检查检测
工作仍存在漏洞。 对已被媒体和
市场监管机构反复曝光并处理的
一些产品， 部分平台也并未彻底
进行清理处置。

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
说， 当前一些 “伪科技” 产品，
利用公众在养生、 便利等方面需
求， 捏造功能、 吹嘘效果， 而普
通人往往缺乏判断真伪的能力。
他建议市场监督、 网信等部门联
动， 加大对 “伪科技” 产品不实
广告的监管， 特别应严肃清理以
“伪科普” 形态出现在网络视频、
社交平台的不实广告信息 。 另
外， 监管部门对于网络平台的主
体责任也应时刻保持高压态势，
督促其有效自检自查。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表示，
依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经营者向
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
质量、 性能、 用途等信息， 应当
真实、 全面， 不得作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宣传。 以 “伪科技” 名
义玩概念、 博销量， 误导和欺骗
消费者 ， 其行为很可能构成欺
诈。 一旦构成欺诈， 消费者可以
要求购买商品价款3倍的赔偿。

据新华社

这款网红商品是“黑科技”还是“黑”顾客？
———手机信号增强贴效能调查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记者11
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 教育部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拟启动第五
轮学科评估工作， 其中评价教师科
研水平时不唯论文和奖项 ， SCI、
ESI相关指标不再作为直接判断依
据， 以扭转不科学的评价导向。

近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指出要改进学科评估，强化人
才培养中心地位，淡化论文收录数、
引用率、奖项数等数量指标，突出学
科特色、质量和贡献，纠正片面以学
术头衔评价学术水平的做法。

为贯彻落实 《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精神，第五轮学
科评估工作将以一级学科为单元，
强化质量，淡化数量，不设置发表论
文数、出版专著数、申请专利数等指
标，突出原创性、前沿性、突破性成
果， 加强不同学科分类评价； 强化
“代表作”和“典型案例”评价，充分
体现办学定位与特色贡献， 推动实
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主要举措包括把人才培养质量
放在首位， 构建 “思想政治教育成
效” “培养过程质量” “在校生质
量” “毕业生质量” 四维度评价体
系。 第五轮学科评估将把思想政治
教育放在人才培养首位， 重点考察
“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情况及成效；
加强人才培养过程质量评价， 重点
考察教材体系、 课程体系、 教学体
系、 国际交流等方面情况， 突出科
学研究等对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
加强在学质量与毕业质量相结合的
学生质量评价， 在学质量突出学生
“德智体美劳” 全方位代表性成果，
注重学生参与度和贡献度， 毕业质

量坚持整体就业质量和职业发展质
量相结合， 注重用人单位评价。

在对教师的工作评估中， 教育
部将注重多元评价， 不唯学历和职
称， 不设置人才 “帽子” 指标， 避
免片面以学术头衔评价学术水平的
做法； 评价科研水平不唯论文和奖
项， 设置 “代表性学术著作” “专
利转化” “新药研发” 等指标， 进
行多维度科研成效评价； 评价学术
论文聚焦标志性学术成果 ， 采用
“计量 评 价 与 专 家 评 价 相 结 合 ”
“中国期刊与国外期刊相结合” 的
“代表作评价” 方法， 淡化论文收
录数和引用率， 不将SCI、 ESI相关
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 规定代表
作中必须包含一定比例的中国期刊
论文， 突出标志性学术成果的创新
质量和学术贡献。

同时， 改革教师队伍评价， 把
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的第一标
准。 采用 “队伍总体结构与代表性
教师相结合” 的方法评价教师队伍
质量， 重视青年教师队伍情况。 加
强教师以教书育人为首要职责的评
价， 把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和指导研
究生情况作为重要观测点。 教师成
果严格按署名单位认定 、 不随人
走， 关注教师在本单位工作年限和
授课情况， 抑制人才无序流动。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
中心负责人表示， 评审工作全部通
过网络开展， 不 “进校” 评估， 减
少对学校正常办学的干扰。 评估将
建立违规惩戒机制， 对于因数据填
报失实而被删除的数据， 不得再进
行补报， 或调整到其他学科； 对于
弄虚作假行为， 视其情况在一定范
围内进行通报和处理。

评价教师科研水平不唯论文奖项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连续8年超4%

进博会志愿者整装待发

教育部将启动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