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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辛庄村委会的上述工作
人员透露：“于辛新村这样的小
产权房，不同于村民们在宅基地
上加盖的自建房，都是外地人前
来投钱建的。”

在之前媒体采访中，于辛庄
村党支部书记也曾证实村内确
实建设了小产权房。原因是，因
为村里经济基础薄弱，为了增加
村民收入，才效仿周围村建设小
产权房的。

但是，在这些开发建设的小
产权房上，于辛庄村民们称自己
从未获得过“好处”。

“我们的宅基地有限，所以
一些外地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在
耕地、建设用地上建小产权房。”
于辛庄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
齐鲁晚报记者。但是，由于之前
小产权房清理整顿政策方面一
直不够明确，所以他们也对村里
的这类小产权房“听之任之”。

1月6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
对外透露，北京已经列出小产权
房清理整治的时间表，各区县将
建立小产权房“台账”底数，并在
2014年下半年全面拆除所有“上
账”违建，确保小产权房零增长，

严打在建、续建、在售项目。
2012年6月至今，北京共清

理认定83个“小产权房”项目，涉
及土地面积5000亩(其中耕地
132 . 94亩)，总建筑面积约381万
平方米，8名违法当事人被移送
公安机关，31名责任人被移送监
察机关处理。

但违法成本与高额的开发
利润远不成正比。近期被拆除的
北京昌平区南庄营村占地近700
平方米的小产权房项目，每平方
米仅罚款24元，总计罚款额约
1 . 6万元。

不过，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透
露了另外一则信息：针对已售已
建的小产权房存量项目，北京将
在2014年研究分类处理办法，总
的原则是确保不占用耕地、符合
土地用途管制和规划。

如何深度解决小产权房问
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此前认
为不能一拆了之，“建立在农村
集体建设用地上的小产权房，要
承认其合法性，要与非法占用农
地建设的小产权房区别对待；应
深化土地产权变革，给予农村土
地真正完整的产权。”

那么，就在国土部门此次
“高调”打压小产权房的背后，小

产权房将来到底是被“招安”，还
是转向被“清剿”？

从事土地产权研究的中国
土地矿产法律中心研究人员钟
京涛分析说，目前小产权房的购
买者，客观上已形成了一个相当
规模的群体，其中既有普通工薪
阶层、低收入居民，也有高收入
阶层，涉及千家万户。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 长 、办 公 室 主 任 陈 锡 文 在
2013年1月初接受人民日报采
访时曾表示，小产权房不合法
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不符合土地
利用规划，违反了土地的用途
管制。

对此，钟京涛认为，小产权
房类型较为复杂，既有在集体
建设用地上开发的，也有在非
法占用的耕地上开发的；既有
符合规划，以“旧村改造”、“新
农村建设”的名义申请批准后
开发的，也有违法乱建的；既有
历史上形成的，也有新开发和
在建的；既有出售的，也有出租
或以出租名义出售的。对于不
符合规划的项目应当拆除，但
是，有的项目已经住进成千上
万的居民，涉及众多群体利益，
强行拆除势必引发剧烈的矛盾

冲突，危及社会稳定。
钟京涛说：“住宅制度的不

足与土地产权制度的弊端交织
在一起，客观上放大了小产权房
问题的影响。一方面农民渴望自
己不断升值的土地变现成财产，
另一方面城里人需要便宜的住
房，二者如干柴烈火，仅靠简单
的禁令和不受法律保护的说辞
难以浇灭。”

改革已不可逆

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建
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已
经箭在弦上。从某种角度看这就
是要确权，而各地也都在纷纷进
行土地确权工作。

然而，小产权房仍然是个尴
尬的角色，但就像专门研究它的
经济学家周其仁所说的，你要么
轰掉它，要么把它转正，不可能
永远这样不当不正地存在，因为
改革已经进行到这儿了，不可逆
转，也无法停滞。

针对破解小产权问题，中国
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曾表
示，“秘密运行只会引起市场的
胡乱猜测，躲避矛盾只会造成矛
盾越来越多。”

这意味着小产权房的身份
问题亟待尽快解决，而且越早
越好。不过，政府起初默认了小
产权房的存在，如今突然要严
厉执法，执行难度可想而知。

钟京涛认为，小产权房问题
牵动着诸多利益，关系到社会稳
定，处理中不加区分地否定或肯
定的做法都是片面的，应该根据
不同情况进行区别对待，依法分
类处理。

“既要保证老百姓的利益，
又要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
展。”钟京涛说，在处理中，一是
要把乡镇企业用地、乡村公益
设施用地上的小产权房与宅基
地上的区分开；二是把历史遗
留问题、符合规划开发合法的
与违法开发的区分开；三是城
市规划区内与规划区外的区分
开。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民住
宅，以及部分已形成规模、符合
规划的小产权项目，可以考虑
与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相应政
策，适当放开；对于城市规划区
外，违法建设尤其是占用耕地
的，应依法取缔。

这一整套路径设计，在很多
业内人士看来，其挑战将不亚于
当年的价格并轨。

首师大招生疑云：

被被制制造造的的7711个个““大大学学生生””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朱洪蕾

招生合作“陷阱”

小雨已经在首都师范大学
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上了两
年多的学了，直到去年11月，他
们才被明确告知，招收他们入学
的其实是一个公司：北京致远东
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致远东方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
司？

在一家招聘网站上，有关致
远东方公司的介绍称，其先后与
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贸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南昌航空大学等
数十所全国知名高校开展合作，
合办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自考
助学、远程教育等教学项目。

1月3日中午，记者来到北京
科技大学管庄校区，一办公楼的
713房间外墙上挂着“继续教育
学院致远东方项目”的牌子，只
是门被锁着。一个小时后，这块
牌子就被人摘掉了。

北京科技大学管庄校区的
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北京科技
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致远东方
公司有合作，继续教育学院提供
职业教育培训，而致远东方公司
负责学生的管理与招生工作。但
是继续教育学院并不具备发放
学位证书的资格，也不会给学生
发放学位证书，就是一个单纯的
职业教育培训机构。

该负责人介绍，据他了解，
有不少学校都与致远东方公司
有过合作，一般都采用学校负责
职业技能培训、公司负责招生和
管理的模式，最后学校提供职业
技能结业证书。

在北京市工商局网站，致远
东方公司的注册地址为：北京市
海淀区西土城路10号北邮科技
大厦13层1306。而在首都师范大
学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与北
京致远东方公司签署的职业培
养课程班培训协议上，致远东方
的地址是北京邮电科技大厦13
层1318室。但记者在北邮科技大
厦13层并没有找到该公司，大厦
保安则称自己也没听说过致远
东方公司。

多花钱读本科？

回想起当初到首都师范上

学的经历，小雨说自己“很傻”。
2011年高考成绩出来后，小

雨的成绩没有达到本科分数线，
不知道能去什么学校上学。7月
中下旬，她接到了自称是首都师
范大学“招生老师”的电话，说学
校还有一些预留名额没招满，可
以招收她为全日制本科学生，只
是要比过线的学生多交一些费
用。

之后不久，小雨接到了学校
寄来的通知书，上面盖有“首都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首都师范
大学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
(高美中心)两个单位的公章。跟
家里人商量后，觉得这毕竟是一
个好学校的本科，拿到文凭后容
易就业，小雨就决定去看看。

2011年8月21日，到学校报
到后，一个自称是老师的人带着
她和一些同学参观了美术学院
和“首都师范大学高等美术教育
研究中心”，这位老师告诉他们，
这就是将来他们学习的地方。这
一切，让小雨觉得自己与统招的
学生没什么两样，于是在缴纳了
1 . 78万元的学费后，她就安心地
在这儿上学。

和班上其他70名学生一样，
小雨住在首师大校本部的家属
院内。慢慢地，她发现自己跟统

招的学生其实不一样，比如，并
非在美院上课，而是在位于校外
的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的设
计楼内上课，想到图书馆借书却
借不了等等。

小雨跟同学们把疑问反映
给班主任老师和高等美术教育
研究中心，但一直没有回应。

一直将信将疑，直到2013年
11月，71个学生才被告知，招自
己进来的是北京致远东方，而不
是首都师范大学。自己所谓的班
主任也不是学校的老师，而是致
远东方公司的员工。

小雨这才反应过来，他们
2011年10月参加的一个考试是
“高起专”的考试，而2012年1月
填写的一份学籍表是“首都师范
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员学籍
表”。

同时，她发现，平时接触的
宋老师、李老师，自己一直以为
他们都是学校的正式教师，但他
们甚至连教师资格证都没有。而
当年招自己进来的那位老师，却
从来没说过自己是致远东方公
司的职员。

谁该负责

得知真相后，小雨被告知他

们将在2015年1月拿到成人高考
的专科学历，而不是之前预期中
的全日制本科学历。缴纳了高额
的学费，却只能拿到一个成人专
科学历，她和同学们很难接受。

对于此事，首都师范大学美
术学院党委书记常建勇表示，高
美中心为首都师大美术学院的
科研单位，是一家可向社会公众
提供美术类职业教育培训服务
的专业机构，其性质为非学历教
育培训机构，自身并不具备颁发
任何性质的高等院校学历证书
和学位证书的法定资格。2011年
7月21日高美中心(甲方)与北京
致远东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乙
方)签订的“职业培养课程班培
训协议”中规定“颁发高等美术
教育研究中心结业证书”。

对于小雨他们认为“大学读
到3年，本科变专科”，常建勇说，
学员参加的只是职业教育培训，
并不是统招全日制本科教育，不
存在本科变专科的问题。

“高美中心同意签字印发的
录取通知书中不含‘本科’字样，
学生收到含‘本科’字样的录取
通知书是由招生公司虚假宣传、
擅自添加的。对于致远东方公司
的虚假行为，首师大、美术学院
以及高美中心并不知情。通知书

上美术学院公章并非原章，我校
全日制统招本科录取通知书均
由学校招办加盖‘首都师范大学
招生专用章’。”常建勇表示。

对于学校的责任，常建勇
说，学校尤其是高美中心存在监
管不力的责任，要追查有关人
员。

但是被问到“学籍管理费由
谁收”“是否接到学生电话”等追
问，常建勇没有做出正面回答。

不过，首师大已经决定先行
解决学生诉求，到2013年12月27
日，全部学生已与学校达成协
议。选择继续项目学习的，学校
退还3年学费并补偿7万元，学校
也会提供成人教育的相关辅导，
并改善课程安排，小雨跟其他67
名同学签署了协议。其余3名同
学选择退学，他们将被退还3年
学费并得到8万元补偿。

既然是致远东方虚假宣传，
为什么由学校承担这笔费用，对
此，常建勇说，这笔费用严格说
是生活补偿，是学校本着对学生
高度负责的态度，由学校出面，
依据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先行
解决学员诉求。而对于公司的责
任，学校会依法追究到底。

在收到学校给的款项的同
时，小雨也收到了“高美中心
2011级职业教育培训班退费明
细确认单”，上面写着“本人对确
认单(附表)不持异议，承诺在签
署协议后向学校交还本人所持
全部相关收费凭证，并承诺收到
上述款项后不再因此事向学校
提出任何诉求”。

一场招生骗局如此草草收
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
丙奇指出，此次事件，负责任的
做法是，首师大组成调查组，调
查这一合作办学中的违规行为，
如果存在利益输送，还应该由司
法机关介入调查。他认为，要避
免此类事情发生，应该规范学校
与社会机构的合作办学，学校也
应该严肃查处所有违规办学。而
从长远看，要让这种招生诈骗根
本消除，还必须对我国的国家承
认学历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

如今，虽然得到了学校的赔
偿，但对于未来，小雨非常迷茫，

“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只能走
一步看一步了。”

她算了一下，2015年1月拿
到专科学历，再参加当年首师大
的专升本考试，最快2018年才拿
到本科学历。从2011年到2018
年，为了一个成人教育本科学
历，她将付出整整7年时间。

两年前接到录取通知书，被承诺4年后拿到本科文凭，但读了3年，才发现自己压根儿不是
全日制学生，并且只能拿到职业教育培训结业证书，也就是专科文凭。

招生、报到以及平日接触到的老师，一开始都以为是学校的老师，但直到最近，学生们才发
现他们实际上是中介公司的职员，自己所有的学校生活只是一场骗局。

本科变专科，老师成职员，到底是谁的过错？

首师大高美中心二楼，71个学生平时都在这里上课，而不是在美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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