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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自媒体公众号发
布文章，称山东即将陷入“债务
压城”的财政危机。这个令人惊
骇的结论在网上很抓眼球，成
为朋友圈里的热文。但是，著
名财税专家潘明星教授看了
该文后，给出的评价是“很多
财政学的基础知识都没有搞
明白”。

看到这个新闻，不禁让人
想起在社会上流传了很久的

“民科”这个词。“民科”是民间
科学家的简称，最初指代一些
不在专业科研机构从事科学研
究的爱好者。他们大多不具备
应有的资金、设备，也没有接受
过基本的专业教育，完全凭着
一腔热情搞研究。

“民科”现象的出现，说明
社会上有很多人对科学研究感
兴趣，以此作为个人爱好也算
是有益身心的消遣。个别有天
赋和毅力的“民科”甚至可以登
堂入室，取得令人刮目相看的
成绩。前两年曾有媒体报道，某
物流公司一名打工青年业余沉
醉于研究数论，并将自己的手

稿投递到了浙江大学，被该校
数学学院教授蔡天新发现后获
邀登上浙江大学讲台，与专家
学者交流切磋，得到很高的评
价。当然，一事无成的“民科”更
是不在少数，比如很多在家庭
作坊里埋头造飞机、造汽车的

“民科”。无论“民科”有无成就，
“闭门造车”的研究对社会公众
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

但是，随着互联网自媒体
平台的涌现，越来越多的自媒
体内容生产者加入到“民科”行
列，越来越多的“民科”热衷于
用标题党的手法传播极不专业
的研究结论。不只在财经领域，

在医疗、科普等很多领域都有
一大批颇有影响力的“民科”。
很多人都在朋友圈读过一些
让人心惊肉跳的文章，“吃×
×就能治癌”“××城市房价
马上就要破五万”。这些文章
看上去都是引经据典、数据
翔实，让人不得不信。但是，
在专业人士看来不过是连基
本专业知识都没有的“鸡汤
文”或者谣言。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流传
于朋友圈里的“民科”研究成
果，因为经常关系到民生问
题，很容易引起舆论轰动和
民意波动，甚至给政府部门的

正常工作造成极大干扰。曾经
一些网络平台为了点击量和转
发量，运用算法这个“读心术”
传播一些内容离奇价值跑偏
的作品。而现在这些平台上
的“民科”又何尝不是在利用

“读心术”蛊惑读者，他们真
正关心的只是流量与利益，而
非科学与真相。

科学无止境，探索永不停，
但是自媒体的信息传播不能没
有边界和约束。让研究成果接
受专业权威的检验，给内容生
产装上价值引领的“安全阀”，
对所有“民科”自媒体而言，这
应该是最好的出路。

自媒体上的“科研”不能“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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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药案动辄“特大”警示了什么

□罗志华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最近
审结一起特大生产、销售假药
案，涉案人员在一年半的时间
里，拉拢医生“搭桥牵线”，向全
国30个省份的患者销售抗癌类
假药达数十种，总金额超千万
元。经权威机构鉴定，这些抗癌
药均系假药，有的根本不含有
效成分。(1月17日中新网)

在近年已查获的假药案
中，可称为“特大”的案件就
达到数起。深圳这起案件的

涉案金额虽已高达千万元，
但 与 其 他 很 多 同 类 案 件 相
比，仍属“小巫见大巫”。比如，
2015年3月，马鞍山曾侦破一起
特大制售假“伟哥”案，涉案金
额高达4 . 4亿元。仅几个月后，
浙江和广州等地侦破一起跨国
制售假药案，查获假药50多吨，
案值近10亿元。

假药案动辄“特大”，动辄
跨省甚至跨国，原因是什么？
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这些
制假售假人员无法无天，为
了赚钱不惜践踏健康甚至生
命。因此，加大对制售假药行
为的打击力度，形成强大的
震慑力，应该成为假药案带

给我们的直接警示。
更要看到，这些案件透露

出诸多共性信息，对这些信息
进行分析，对提前做好假药
案防范有好处。假药案的涉
案 人 员 无 不 深 谙 患 者 的 心
理，比如很多假药案涉及“性
药”，钻的就是患者有难言之
隐的空子。不少假药都针对
重病甚至绝症患者，原因在
于这些病本就不好治，假药
无 效 甚 至 副 作 用 导 致 的 后
果，就会被疾病所掩盖。此外，
很多人认为药价越高疗效也越
可靠，进口的都是好药，这些观
点也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以至于进口药和贵重药品成为

制假售假的“重灾区”。
在这起案件中，抗癌药、进

口药、贵重药，这些因素都已齐
备，是参透患者心理的典型案
例。从患者的角度来防范假药，
首先应该端正用药心态，摒弃
一些错误的观念。当然，这也与
药品政策、与药企的创新和仿
制能力有关，当国产药缺乏相
应品种、仿制药的效果不佳、正
规进口药价格昂贵时，巨大的
利益就会驱使不法分子铤而走
险，打击一批仍会来一批。丰富
国内药品市场，大幅压低抗癌
药等昂贵药品的售价，方能釜
底抽薪，从源头做好防范。

此外，互联网的隐匿性与

便捷性，也给假药案“做大”的
空间。在深圳这起案件中，制假
在境外，售假又在境内境外、线
上线下反复切换，追踪取证的
难度可想而知。假药案的区
域跨度越来越大，隐蔽性也
越来越强，传统的打击监管
手段，已越来越不适应当前
形式，必须区域联动、线上线
下结合，出台更适应互联网
时代的打击监管新办法，形
成事前防范、事中监管、事后
打击的全链条模式，方能让
制售假药行为无所遁形。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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