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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葡萄摇身一变成
进口水果，价格相差近十倍

金秋时节，记者走访北京某水
果批发市场看到，苹果、榴莲、石榴、
猕猴桃等应季水果相继上市，特别
是各种葡萄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

记者注意到，众多葡萄品牌当
中，一款名为“进口阳光玫瑰”的葡
萄，商家宣称是日本进口品种，销
售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葡萄香味浓
厚，价格要比国产普通葡萄贵了几
倍。

记者注意到，市场里销售的国
内葡萄品牌众多，像这种宣称为国
内“阳光玫瑰”的葡萄品种，价格普
遍在6元至10元一斤，而宣称为日
本进口的“阳光玫瑰”葡萄，6斤装
礼盒售价竟高达66元一斤，价格相
差近10倍。

记者随机购买了一箱商家推销
的所谓“进口阳光玫瑰”，看到产品
的外包装上有清晰的日本文字。

一般来说，进口水果包装箱上
应用中文或英文注明水果名称、产
地、包装厂名称或代码等信息。但
是记者看到的所谓进口葡萄的包装
盒，缺少了产地、包装厂名及代码信
息。随着调查深入，一位国产葡萄
的销售人员透露，记者购买的这款
所谓的日本进口葡萄，很有可能就
是国产葡萄。

记者随即查阅了海关总署2024
年9月2日发布的《获得我国检验准
入的新鲜水果种类及输出国家地区
名录》，名录中明确显示，日本目前
予以准入我国的水果品类只有苹果
和梨。这也意味着，目前市场上所
谓的日本进口葡萄，都不可能是真
正的进口产品。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所谓的日
本进口葡萄一定装的都是国产货，
如果外包装上有日文或者是一些其
他的外文，也一定是挂羊头卖狗肉。
按照这位业内人士的说法，只需要
在包装上突出外国文字等元素，再
装上国产葡萄，所谓的“进口水果”

就生产出来了。不少市场都专门提
供这种印有外文的包装盒。为了印
证这位业内人士的说法，记者又前
往广州某大型水果批发市场进行调
查。在这家市场内记者看到，零售
的国产葡萄都是零散装在白色篮筐
中，这位销售商告诉记者，这些国产
葡萄，在市场里也可以包装成外形

“好看”的进口葡萄。
记者随后来到了商家指引卖包

装盒的店铺。在这里看到，包装盒
上印有葡萄图片和非常醒目的“晴
王”字样，还有几处日文印刷字体。
记者发现，仅“晴王”礼盒就有3种
款式。调查发现，类似的进口水果
礼盒包装几块钱就可以买到，而许
多商家直接就将国产水果装到这些
盒子里冒充进口水果出售，这也是
市场里公开的秘密。

多种水果穿上“洋外
衣”进行销售

类似的现象在北京、上海、广州

等地的水果市场上都很常见，在这
些充满了外文标识的外包装礼盒
里，盛装的其实就是国产水果。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通过
打信息差、仿冒进口包装礼盒等手
段，把普通的国产水果包装成了进
口水果，售价瞬间提高几倍。而随
着调查深入记者发现，除了国产水
果冒充进口水果，还有用国外品牌
冒充国外品牌的现象，在北京某水
果批发市场，记者看到几个工作人
员正在对进口橘子进行重新包装。

记者发现，工作人员撕掉了水果
上原来贴着的“SWEETS”字样的蓝
色标签，换上了“2PH”“CITRUS”
字样的紫色标签。记者查询发现，
原来 2PH 是澳大利亚一种柑橘品
牌 ，业 内 人 士 称 其 为 澳 柑 。 而

“SWEETS”包装礼盒则是南非的橘
子。那么同样是进口水果，为什么
要替换原有标签呢？

业内人士指出，市场上的澳柑
销售情况比较好，而且售价比较高，
但是有一些不法商家就利用一些国
产柑橘，甚至一些进口价格比较便
宜的南非橘子，通过换箱子或者是
自行贴标签的方式，替换成澳大利
亚柑橘销售，实际上价差能有个 5
到 10 倍，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牟
利，实际上这在水果业内已经是公
开的秘密了。

国产水果冒充进口水果，靠的
就是包装。除了外包装箱，贴在水
果上的标签也是进口水果重要标识
之一，记者深入调查发现，市场上假
冒进口水果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
堂而皇之地进行标签造假。贴了假
商标的水果和真品摆在一起，有时
连品牌商都难以辨认。那么这些假

冒注册商标的标签从何而来，记者
展开进一步调查。

网上店铺公开出售“进
口水果标签”

记者在电商平台调查中发现，
一些水果不干胶标签贴店铺在公开
售卖进口水果标签，这些标签五花
八门，有些标签有明显的注册商标
标识，但仍然可以下单。有的店铺
为了规避风险，一些标识被更改了
部分形似的字母，还有一些则干脆
给注册商标进行了模糊处理。

记者联系上了一家模糊处理
商品图标的商家，并提出需要定制
这个带有模糊处理的商标标识。
商家立刻将清晰版的图片发了过
来。定制过程中，除了沟通尺寸、
材料、价格以及数量，商家并没有
向记者索要任何品牌委托授权的
手续。

假冒商标标签的做法并不罕
见，不久前，上海警方就破获了一
起这样的案件。警方调查发现郑
州的海某和常某夫妇的网店在大
量销售进口水果标签。根据警方
查证，海某和常某通过网店已经售
卖的假冒水果不干胶贴，总量近
500 万枚。在海某的网店里，这些
每 1000 贴成本 10 块钱左右的水
果标签，被以每贴 2分到 3分钱的
价格出售。

记者了解到，调查中发现的制售
仿冒外国知名水果标签的行为，已
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根据情节严
重程度，最高可处三年以上十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据央视新闻

央视调查：水果贴“洋标签”价格差十倍
如今的进口水果越来越丰富，

给人们带来独特口感和体验的同
时，还可以作为礼尚往来的馈赠佳
品。但是，当您品尝那些宣称来自
异国他乡的水果时，是否意识到，买
来的可能是假的进口水果呢？近
日，记者走访部分水果市场，揭开了
假冒进口水果的真相。

▶贴上标签，国产葡萄摇身一变
成日本进口 央视截图

一问：“学术荣誉”成色
几何？

内蒙古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
（下简称“内艺研究院”）10月8日通
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赵子健的个
人简历信息。简历信息显示，1995
年出生的赵子健获有韩国、菲律宾
等地大学的4个博士学位，西班牙、
香港等地大学的 6个硕士学位，同
时身兼多个社会组织会员的身份。

本科毕业于四川传媒学院，不
到30岁便获得如此多“学术荣誉”，
引发舆论质疑：“4博士6硕士”，是
否存在学历造假？

记者采访内艺研究院院长殷福
军、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下简称“内蒙古社科联”）获悉，
赵子健提交的4个博士学位中，目
前只有韩国加图立大学的艺术学哲
学博士1个学位获得教育部留学服
务中心学位认证，菲律宾莱西姆大
学的心理学哲学博士正在向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提交认证，其他 2个
博士学位未获认证。

6个硕士学位中，西班牙萨拉戈
萨大学正念心理学专业硕士、香港

浸会大学传播学硕士和中国文学语
言及文化专业硕士、香港大学佛学
研究硕士4个硕士学位获得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2个硕
士学位未获认证。

赵子健接受记者独家采访时表
示，已向内艺研究院提交全部佐证
材料。殷福军对此表示，研究院的
确收到了赵子健通过线上提交的4
个博士学位证书、6个硕士学位证
书，只是部分证书目前未被教育部
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对于如何在短期内攻读如此多
学位，赵子健表示，各个学校之间课
程安排时间不同，才可以做到在几
年间获得这些学位。

赵子健的简历显示，他在多个
社会组织兼职。赵子健告诉记者，
这些社会组织分为三类。“心理学、
艺术学、文化遗产等会员是我的专
业领域；其他一部分会员是由于家
人健康和康复需要；还有一部分科
技类会员是为及时获取该领域的前
沿信息，服务于本专业。”

殷福军介绍说，通过查验赵子
健提供的社会组织会员材料，其22
个会员身份均有据可考。然而，内
蒙古社科联也表示，社会组织普通
会员和社会兼职有本质区别，一些
社会组织只需注册缴费即可获得会
员资格，严格来说不能算兼职。

二问：招聘是否规范？
是否继续聘用？

殷福军介绍，今年8月18日，该
研究院依照规定发布兼职研究人员
招聘信息；10月1日，经审验赵子健
本人提供的有关资料，拟聘任其为
兼职研究人员；10月8日，该院发布
其个人简历信息。

“赵子健是通过个人自荐申请

的，一开始看到这么多学历背景我
也很诧异。”殷福军说，“但看到他提
供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证书，以及24
篇学术期刊论文成果，我们认为符
合聘用条件，决定将其破格聘用为
研究员。”

在该研究院10月1日发布的通
知中，赵子健以“韩国延世大学博士
后研究员、副教授”的身份获聘该大
学研究员。然而，记者向赵子健核
实这一职务如何获得时，他进行了
更正。“本人并不是韩国延世大学副
教授，我仅提供了韩国延世大学博
士后证明材料。”

他进一步解释，自己参加的是
韩国延世大学博士后的一个高位培
养课程，属于授课讨论与案例研究
并行的博士后培养形式，完成后将
会取得博士后结业证书。

此外，赵子健还对简历中提及
的亚洲人文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教
授身份做了解释，亚洲人文与社会
研究所属于境外以公司法人为主体
的非营利研究机构，由他和几位国
内外学者共同发起创建，自己被推
举为所长。

10月10日，关注到媒体对赵子
健学历信息存疑的报道后，内艺研
究院通过官网发布公告，已暂停与
赵子健的聘任关系。

至于之后是否继续聘用，截至
本报发稿前，殷福军表示，当前仍在
对其学术成果的背景进行系统调
查，完全调查清楚后，若确无学术造
假行为，从保护年轻科研人员成长
的角度出发，会考虑继续聘用。

三问：内艺研究院是什
么机构？

事件发生后，内蒙古社科联立
即组成调查组开展调查，调查期间

暂停内艺研究院相关业务活动。
经向内蒙古社科联了解，内艺

研究院为具有法人资格的民办非企
业单位，于2004年 12月 20日经原
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报内蒙古
自治区民政厅于2005年 1月 21日
批复成立。2019年4月26日，内艺
研究院向内蒙古社科联提出变更内
蒙古社科联为其业务主管单位的申
请；8月15日，内蒙古社科联出具同
意批复文件。

据殷福军介绍，内艺研究院是
民办非企业单位，属于非营利性组
织，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聘任赵
子健为研究员仅是兼职，也不发放
工资。

也有声音质疑，个人和机构是
否存在“互相贴金”的问题？

对此殷福军表示，内艺研究院
有首席专家、首席顾问等高端人才，
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人员 85
人，没有必要用赵子健的简历来为
机构“贴金”。赵子健也表示，“我的
确比较看重学历，只想不断提升自
己”。

四问：暴露出哪些问题？
内蒙古社科联主席乌恩奇表

示，内艺研究院对所聘人员审核不
严，业务主管单位内蒙古社科联监
管不到位。殷福军也坦言，研究院
存在“对所聘人员资质没有严格把
关”“对官方网站公布信息没有严格
审核”的问题。

记者核实发现，一些学会协会
仅需填写基本信息、缴纳费用，便可
成为会员。部分协会声称无法从官
方网站查到赵子健的信息，然而赵
子健本人却提供了官网信息截图和
会员证书，也暴露出这些社会组织
入会门槛低、管理混乱的问题。

内蒙古社科联社团管理与社科

评奖部部长薛瑞冬指出，十几年间，
内艺研究院历经主管部门、主要负
责人及业务范围等事项变更，但组
织名称一直使用至今，存在“小组织
戴大帽子”的问题。

采访中，多方涉事人员表示，一
些博士项目学制短、门槛低、通过率
高，学生不需要付出过多精力、基本
花了钱就能拿到学位；与此同时，部
分研究机构出于提升“含博量”的需
求，引进培养质量存疑的博士生。
此类做法不断强化“只重衣衫不重
人”的衡量标准，加重了热衷学位与
职务虚名的风气。

五问：如何反思改进？
殷福军表示，目前民政部门已

介入调查，要求该研究院提供相关
材料进行全面审查。内艺研究院将
全力配合，并在今后的工作中加强
聘用人员审核把关、信息发布流程
规范。

内蒙古社科联表示，认真查摆
当前业务主管社科类社会组织管理
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近期将开展
专项清理整顿，对存在严重问题的
社会组织建议行政主管部门予以处
理。

赵子健说：“这件事情促使我认
真审视了这些年的学习过程，这背
后有虚荣心的缘故，也有过度包装
的成分。这是我的一个深刻教训，
希望青年朋友们引以为戒。”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要进一步破
除唯学历人才评价，加强学历学位认
证，让“水博士”不再速成、没有市场，
让有真才实学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
同时，引导用人单位形成正确的“人
才观”，不切实际、不加甄别地追求

“含博量”，只会导致更多人过度挖掘
获取博士的渠道，不利于营造良好的
学术生态。 据新华网微信公众号

95后研究员回应“4个博士学位”争议
2 站博士后经历、4 个博士学

位、6个硕士学位，以及22个社会
组织兼职身份……近日，内蒙古民
族文化艺术研究院聘用的“95后”
研究员赵子健，因一份公示简历引
发舆论关注。从民办高校本科毕业
仅7年，如何获得如此多学历和身
份？是否涉及学历造假？背后暴露
出哪些深层次问题？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多方采访当事人和业务主管部
门，还原事件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