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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产业”背后暗藏多少经济利益？组织

考试作弊人员内部如何分成？对此，办案人员一

一进行解答。

“在我办理的这起案件中，组织作弊人员

向考生收取 1.5 万元至 6 万元不等的费用，一

次考试参加作弊考生 20 余人。这些钱仅有 1.8

万元是支付给具体实施作弊行为的组织作弊

人员的，多数钱被网上招募考生人员收入囊

中。这些人信誓旦旦对考生承诺一定能通过

考试，不过退款。”刘岩说。

“一些组织考试作弊人员‘看人下菜碟’。根

据考生对通过考试的迫切程度确定价格。一些

考生甚至交费十几万元。”许丹告诉记者，实际上

这些高价买来的答案最后被验证未必准确。

“具体实施作弊行为的组织考试作弊人员内

部分工细致，利益分成也明码标价。比如，在我

办理的这起案件中，被告人李某指使被告人苏某

拍摄试题并在考试过程中传出，后来李某通过微

信向苏某支付了7000元。”董杰说。

“使用‘黄豆粒’微型无线耳机存在一定风

险。”一位考生告诉记者，在考试中使用过同款作

弊器材的室友曾因耳机卡在耳道内，最终不得不

求助医生才将其取出。

专家认为，在有力惩治违法犯罪行为的同

时，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强化监管，追溯作弊器

材生产、运输、售卖全产业链，严格考场管理，加

强考生诚信档案建设，完善针对作弊考生的处罚

措施，有力维护考试秩序。

交费十几万 答案未必准 微型耳机存安全风险

国家医保局：
开展准入谈判等措施
推动抗癌药降价

记者从国家医疗保障局了解到，随着抗癌药新规逐

步落地，各有关部门正积极落实抗癌药降税的后续措

施，督促推动抗癌药加快降价，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2017年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赫赛汀、美罗华、

万珂等 15 个疗效确切但价格较为昂贵癌症治疗药品

被纳入医保目录。对于目录内的抗癌药，下一步将开

展专项招标采购，在充分考虑降税影响的基础上，通

过市场竞争实现价格下降。

医保目录外的抗癌药如何实现降价？国家医保

局将开展准入谈判，与企业协商确定合理的价格后纳

入目录范围，有效平衡患者临床需求、企业合理利润

和基金承受能力。

据了解，近年来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2017年

居民个人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到28.8%，较新

一轮医改前下降了12个百分点。抗癌药方面，绝大多

数临床常用、疗效确切的药品都已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国家医保局将按要求抓紧推进工作，争取让群众

早用上、用得起好药，逐步减轻重大疾病患者的医药

费用负担。 □据央视

缩短境外新药上市“时差”
刻不容缓

◆ 近十年来，在美国、欧盟、日本上市的新药有

415 个，其中，仅有 76 个在我国上市，有 201 个处于我

国的临床试验和申报阶段。

◆ 在发达国家多通道、多举措加速新药审批的当

下，境外新药在我国上市的“时差”问题仍然需要重视。

◆ 在简化和加快境外新药审批上市的同时，其后

续监管，如上市后的监督抽验、境外检查等则需加强，

才能有效控制风险。

今年 4 月 12 日、6 月 2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加

快进口新药上市作出系列部署，以努力满足人民群众

早日用上并用得起新药、好药的期盼。

对于新药上市，目前国际通行的做法是药品审

批——包括技术审评、临床试验、现场检查等，以保

障公众用药安全、有效。

我国借鉴国际经验，在20多年的时间里，逐步搭建

起自己的药品审评审批体系，并使新药审批的法定时

限与发达国家基本接近——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数据，从临床审批和上市审批的总时限看，我国为390

天，美国为330天，欧盟为270天，日本为330天。

这个数据乍看令人欣慰，但在发达国家多通道、

多举措加速新药审批的当下，境外新药在我国上市的

“时差”问题仍然需要重视。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梳理统计的信息看，近十年来，在美国、欧盟、日本上

市的新药有 415 个，其中，仅有 76 个在我国上市，有

201个处于我国的临床试验和申报阶段。

在某种意义上，特别是对严重疾病、罕见疾病而

言，新药无异于为生命创造机会、为健康增加可能，其

获取速度可谓同死亡的赛跑。因此，一些发达国家开

辟出新药审批的特别通道，通过对药物从开发到上市

的不同阶段给予支持等办法，努力求得保障安全用药

与不断获得新药之间的平衡。如2017年6月，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孤儿药现代化计划”，提出在

90天内处理所有提交时间超过120天的申请，并承诺

此后的所有新申请将在 90 天内得到回应。此外，美

国还从罕见病患者数量较少、难以满足临床试验所需

人数要求的实际情况出发，降低临床试验相关要求，

并通过税收减免等手段推动孤儿药的研发。

我国也曾针对临床急需新药上市审批时间过长

的问题开出药方，如2015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改革药

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2017年中办、国办

印发《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

创新的意见》。可以期待，未来境外新药在我国审批

上市的速度将大大提升，我国患者能尽快享受到更多

国际医药创新的成果。 □据《瞭望》新闻周刊

看似橡皮实为作弊器

“橡皮”实为作弊器 微型耳机难察觉

起底考试作弊黑色产业链
表面看来是用于修改答案

的橡皮，翻过来却是“答案显示

器”；系在脖子上的纱巾，用手仔

细检查，里面隐藏着微型显示

屏；看上去只有黄豆粒大小的无

线耳机，塞进耳内居然能传输考

试答案……记者采访发现，在司

法机关办结多起由多省人员参

与的组织考试作弊案中，作弊呈

现“一条龙”运营的产业化现象，

黑科技应用层出不穷。组织作

弊人员间如何分工？答案如何

被传入考场？“作弊产业”收益几

何？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据新华社

记者日前在采访中获悉，北京市房山区人民

法院办结一起组织考试作弊案。在某国家级资

格考试中，被告人李某等 10 人，利用作弊器材，

分别组织多个考点的30余名考生作弊。

“网上招募作弊考生并提供设备，获取考题

后编写、传输答案，被告人间组织严密，各有分

工。”房山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董杰介绍，本

案中，先是有人通过微信朋友圈散发“考试必

过”的消息，招募有作弊意愿的考生。考生确定

参与作弊后，再完成交纳钱款、领取作弊设备和

接受设备使用培训等事项。

考试开始后，被告人李某、被告人苏某层层

指使被告人丁某在考场内使用微型照相机将考

题拍出，交给早在考场卫生间内等待的被告人郭

某。然而，因考场内手机信号遭屏蔽，照片无法

传送，被告人郭某将装有试题照片的存储卡带出

考场交给被告人苏某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

最终，房山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本案

10 名被告人分别因组织考试作弊罪和非法出

售试题罪被判处九个月至二年六个月不等的

有期徒刑。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司法机关办结多

起由多省人员参与的组织考试作弊案。近期办

结该区首例组织考试作弊案的北京市通州区人

民检察院检察官刘岩告诉记者，此类案件已形成

“网上招募—作弊考生报名—获取考题—场外答

题—答案传入考场”的链条，严重破坏考试纪律

和考场秩序。

网上招募 线下培训 作弊产业“一条龙”运营

那么，作弊考生使用的作弊器材究竟有何特

别？办理过一起组织考试作弊案的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检察院科技犯罪检察部检察官许丹和检

察官助理李博克向记者介绍了部分作弊器材。

“这些被带入考场的作弊器材隐蔽性强，不易被

发现。”许丹表示，就组织作弊而言，作弊器材包

括信号接收、发射器以及考生作弊终端设备。就

作弊考生所用器材而言，则包括贴身存放的信号

接收器，以及显示器、微型耳机等。

——正面“橡皮”，反面成“答案显示器”。表

面看上去是一块深黄色的橡皮，翻过来却是一块

显示器。许丹介绍，这种作弊器材较为多见。“考

场外，组织考试作弊人员将信号发射器放在小汽

车上，随后开车在考场周围绕圈，寻找考场屏蔽

信号薄弱点，将答案传进去。”许丹介绍，信号传

入后，“橡皮”背面的显示器会显示由答案编写人

员编写的考题答案。这些显示器还具备“翻页”

功能，即使考题多，也能一一显示答案。

——柔软“纱巾”，暗藏玄机。质地柔软、颜

色各异的“纱巾”看似普通，却暗藏玄机。李博克

介绍，隐藏答案显示器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将显示

器缝在纱巾上。作弊考生将纱巾层层围在脖子

上，不仔细检查，很难发现。“这种作弊器材在秋

冬季节进行的考试中使用，隐蔽性更强。”

——“黄豆粒”“米粒”微型无线耳机传送答

案。“这种耳机只有黄豆粒大小，属于嵌入式无线

耳机，一旦塞入耳内，从外面很难发现异常。现

在还有比这种耳机更小的‘米粒’型微型无线耳

机。如果作弊考生梳长发，头发散下来想发现就

难上加难。”李博克说。

“围巾”“橡皮”实为作弊器 微型耳机难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