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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启动社会福建启动社会
科学普科学普及宣传周及宣传周

10月20日，2018年福

建省社会科学普及宣传周

启动仪式在福州举行。图

为当日，人们在活动现场

领取社科普及读物。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 吴月辉

量子养生衣、防引力波辐射

服、能量自然疗法……最近，一

系列贴着高科技标签的“伪科

技”产品或骗局令人可笑又可

气。“伪科技”看似漏洞百出，却

总有不明就里的人为之埋单。

这些年，我国科技创新进展快

速，但“李鬼”的泛滥，说明科学

素养的提升工作依旧任重道远。

如何破解？唯有教育、科普和监

管多措并举，才能让消费者擦亮

眼睛，让科技产品去伪存真。

高科技概念被当成
传销工具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

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13名受访

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1.3％

的受访者感觉现在“伪科技”产

品多，86.3％的受访者称身边有

人被“伪科技”产品忽悠过。

近些年来，高科技日益改变

着我们的生活，但同时也带来了

一些烦恼——各种打着高科技

名号的“伪科技”产品层出不穷，

令人们难辨真假，频频上当。

不久前，潘建伟量子通信团

队又取得重大突破。意想不到

的是，我国科学家在量子通信领

域喜报频传，却让不法商家有了

新的可乘之机，以量子科技概念

包装的产品屡见不鲜。

人民日报记者试着在淘宝

网上输入“量子”二字，便立即出

现各种冠以量子科技概念的产

品：量子养生衣，号称植入了高

频量子芯片，能打通人体微循

环，解决各种身体堵塞问题，提高

免疫力，改善亚健康；此外，还有

“功能强大”的量子水、量子袜、量

子空气净化器、量子隐身衣、“包

治百病”的量子医疗仪器……在

“量子”概念的包装下，一个个普

通商品立刻“神奇”起来。

就连潘建伟院士也无奈地

表示，自己有亲戚曾上当，买过

一个“量子挂坠”戴在胸前，认为

它每天能辐射出一些防癌物质，

“一些商家蹭概念来欺骗民众，

这不是科学的态度。”

暗物质、石墨烯、引力波等

高科技概念也难以幸免。如“暗

物质可以帮人暗中长头发、治脱

发”“古医学能量自然疗法，包括

了最新科技的量子纠缠、暗能量

的使用方法，能快速清理暗物

质”“石墨烯内衣裤，能够抗菌抑

菌、吸湿排汗，具有低温远红外

线功能，永葆青春”“孕妇防引力

波辐射服”……

高科技概念除了被用来包

装商品外，还被一些传销组织当

成传销工具。披着高科技的外

衣传销，比传统传销隐蔽性、欺

骗性更强，也更加难以识别。如

果在网上检索一下，这类传销欺

诈的案例还真不少。

比如，某“明星企业”，以研

发制造机器人为噱头进行包

装，通过网络传销的方式，从事

以吸收资金为目的的传销活

动，短短数月吸引数百万元资

金。科技热词区块链也被一些

不法分子借机炒作，或炒高币值

“割韭菜”，或以“虚拟币”之名行

“传销币”之实，致使诈骗案件接

连发生。

中老年人群成“伪
科技”产品最大目标

其实，高科技概念被不法商

家炒作滥用已久。早些年的核

酸、超导、纳米、基因治疗等高科

技概念都曾被热炒一番。为何

不法商家如此偏爱高科技概念，

又为何总有一些消费者对此深

信不疑？

暗物质卫星首席科学家常

进表示，这一现象的出现，在一

定程度上是利用了人们对新科

学技术的好奇和崇拜心理。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李大光则认为，人们之所以

轻信这些“伪科技”神器，实质上

是科学文化认知出了问题。“国

人科学素养的整体水平与发达

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

随着年龄增大，民众科学素养水

平下降的趋势较为明显，这也使

得中老年人群成为‘伪科技’产

品瞄准的最大目标。”李大光说。

“随着年龄增长，人的社交

圈就会逐渐收窄、信息接收渠道

减少，容易与时代脱节，因此被

伪科普、‘伪科技’迷惑的可能性

更高。同时，移动互联网时代，

各种有着利益驱动的伪科普以

假乱真，让过去处于信息封闭状

态的人，很容易失去判断力和辨

别力。”李大光继续解释说，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也会产

生误导，“不法商人将高科技概

念与偏方相结合，让‘迷信’有了

所谓的科学依据，危害更大。”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

长助理、副研究员魏红祥认为，

人们从小到大形成的根深蒂固

的观念确实对科学普及影响很

大，“有些‘伪科技’即使有权威

专家解释批驳过了，仍有人坚

信。而且，许多人存在‘宁信其

有’‘信则灵’‘随大流’等心态，

也使得‘伪科技’得以持续流行，

花样不断翻新。”

关于危害，魏红祥认为，如

果任凭“伪科技”概念被滥用，甚

至会影响到国家对科技发展方

向的决策。

提升公民科学素养与
加大市场监管力度须并举

“伪科技”产品不断“升级”，

被利用的高科技概念也更加尖

端，更加难以分辨，普通消费者

如何鉴别真伪呢？

常进表示：“到目前为止，暗

物质的作用我们还无从得知，即

使物理学有突破，也是应用科

学、技术科学先行，然后才是日

常生活的改变。”专家们表示，目

前量子科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和量子精密

测量等领域，与日用品还没有任

何关系，目前所谓“量子＋生活”

的产品，几乎都是骗人的东西。

在北京市科协举办的2017年度

十大“科学”流言榜揭晓活动上，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量子信息重

点实验室主任郭光灿院士也曾

对借量子概念炒作的“伪科技”

产品进行了批驳。

当然，最终剥开“伪科技”的

外衣，还需要在提升公民科学素

养和加大市场监管力度等方面

下力气。

李大光说：“首先是要继续

加强科普，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结

合起来，进行生动讲解，增强普

通人辨别真伪的能力。同时希

望科学家们能积极地参与科普，

掌握话语权。”

李大光还特别强调，提升科

学素养，不能完全依赖科普工

作。“对于提高公民科学素养水

平，现阶段能起到更大作用的，

是学校教育。遗憾的是，不少人

的学习动力往往是应付考试，而

不是个人科学素养的提升，也不

注重科学精神和思维的培养。”

专家也表示，相关市场监管

部门也要与时俱进，加强与科技

专家的沟通，及时依法严肃查处

这些违法行为。

□ 王默玲

签约前，家装工程预算 24

万元；工程中，装修公司再加价

10万元。拒绝支付则工程停工，

同意加价又倍感“哑巴吃黄连”，

上海于女士几个月前包工包料

把店面交给装修公司，结果却陷

入“骑虎难下”的境地，而这背后

正是家装公司的常用加价套路

在“作祟”。

“本来是想图个省心，结果

变得更加糟心。”于女士几个月

前通过网络搜索找到一家看起

来“颇为正规”的装修公司，在经

过测量、设计之后，装修公司给

出24万元的预算报价。于女士

认为前期服务“很贴心”的这家

公司“性价比相当高”，于是便签

下了装修合同。

按照合同约定，签订合同之

时于女士就支付了工程造价总

额60%的首期款，又在水电工完

成之后即木工施工之前，支付了

30%的二期款。在收到约20万

元工程款后，装修公司就开始计

算加价，其中就涉及使用的材料

品牌变更产生的差价、预算中漏

算关键施工项目需额外增补等

情况。

于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

王先生前段时间也通过熟人介

绍，找到一家有十几年经营历

史、全国连锁的大型装修公司，

“尽管工艺和管理上确实非常

好，但支付完80%工程款后还是

有中途加价，增加的项目里就存

在设计中明明就有，但预算中明

显漏算的条目。”

长期从事家装行业的齐经

理表示，因为业主在工程实施过

程中会存在提出调整变更的情

况，一般来说装修公司都是先给

一个预估价格，然后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增项加价。

但往往业主感到不满的，

都是因为装修公司故意在预算

阶段用“小伎俩”压低报价吸引

签约，使得最终工程款远超预

算所致，其中就包括以下几种

情况：

——故意漏报、少报项目。

装修报价单刻意遗漏必备项目。

王先生家阳台必须实施的“现浇

混凝土”项目在预算单中计价为

零，装修公司表示“漏报”需另

算，“这个单项工程他们要价

3800元，但我另找的工程队一

看就表示成本不过1500元。漏

报是一方面，趁机要高价就让

人不得不怀疑‘遗漏’是故意为

之了。”

——模糊主材参数故意压

低单项价格。虽然写明了所需

材料的品类和数量，但却不标明

品牌和规格。于女士说装修队

加价理由中就包括，用合同里的

价格买不到高质量的材料，“想

要保障装修质量，就必须额外

掏钱。”

——材料和施工工艺含混

报价。把涉及多个分项的工程

项目混在一起计价，或说明不够

详细，为增项和变更埋下“伏

笔”。于女士说，比如水电工程

在预算单中是一个笼统的大项，

但是施工过程中装修队总是提

出估算不准，需要增加各种费

用，“那为何不在一开始就算得

细一点呢？”

“最令我感到不解的是合同

中的一条‘提醒’。”王先生说，装

修公司表示为了保护知识产权，

不能提前把具体的图纸和报价

单给业主，他只在签约现场才

拿到具体的预算单，但囿于自

己不了解装修，只能选择“大致

翻阅”就下笔签约了，“总觉得自

己是被低价诱惑进来，一步步被

套牢了。”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

周时兵认为，家装的实际施工

与提前预估相比存在变量，后

期根据实际施工的工程量多退

少补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但不

少装修公司利用这一点，在商

业行为上失范，故意用“低价”

吸引消费者，后续再加价“回

血”，从而让消费者产生了一种

上当受骗感。

“一方面，合同预算单中一

定要写明所用材料的规格、数

量、品牌与标准，业主可以从邻

里了解装修价格的大致行情，避

免被低价蒙骗；另一方面，当因

增项产生加价时，业主一定要逐

项核实并签订书面的签证单，这

对工程款的最终结算及一旦出

现纠纷时的权益保护都有重要

意义。”周时兵说。

“伪科技”花式忽悠 消费者须擦亮眼睛

省心变糟心 装修公司低价诱饵套路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