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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证书上的英文书写错误被发现后，民营
企业家陈光标的“世界首善”称号由联合国有关机构
颁发的“荣誉”，沦为了街头巷尾议论的“笑话”。

事实上，“中招”的并不只有陈光标。
从医疗卫生、美容足浴，到家居建材、诗歌书画，

再到餐饮娱乐、房地产……近年来，“评选经济”风
靡。

打着“中华”、“中国”、“全国”等旗号，假荣誉贩
卖机构乘虚而入。

这些机构，办公场所、设施一应俱全；甚至面向
社会进行招聘；举办各类“看似十分权威”的评奖活
动。为其捧场的，竟偶尔也会有一些“重量级人物”。

不少贻笑大方的奖项随即被炮制出来：“入选罗
浮宫的唯一中国男装品牌”、“诺贝尔贡献奖”等。

不过，尽管企业“荣誉”贩卖者们的手段各异、花
样不断翻新，但它们从何而来，却经不起深究。

据《法治周末》报道

“国家级机构”居多

今年1月，一家名为“中华医院管理学

会”的组织在北京召开了“2013中国医院管

理学术年会暨颁奖典礼”。

其所颁发的奖项听上去十分权威：“全

国十大百姓满意放心医院”、“十大百姓用

药放心药企”、“百姓放心示范药店”……全

部都明码标价。

与会300人，发放奖牌321块，交钱有

奖。钱到位，还可以领双奖、多奖，愿意花

高价，还可“量身定奖”。一次会议，主办方

收入了将近1000万元。

该学会一工作人员表示，学会直属于

卫计委。然而，在民政部的网站上并不能

查询到该学会的注册情况；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工作人员亦表示，不能查到

该学会，并称有可能它不是正规的，其评的

奖也不具有权威性。

记者整理近几年相关报道发现，由此

类“非法机构”、“临时机构”、“不正规机构”

评选颁发荣誉的报道一直不断。而这些机

构，多为“国家级”。

在医学卫生领域，有“中国名医协会”；

在家具建材领域，有“全国高科技产业品牌

推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名牌发展协会”；

在经济研究领域，还曾出现过“县域经济研

究所”——这家工商注册资金10万元的私

人机构，曾举办过轰动一时的“全国百强

县”排名。

一些山寨评奖机构甚至将企业“荣誉”

诈骗之手伸向了教育领域。

今年6月，在由“中国地理协会”主办的

“环保之星”全国小学生科技大赛中，仅浙

江一所小学就有163名学生获“国家级”大

奖——只要学生再交20元，就能拿到一个

国家级协会颁发的奖状。

两条“潜规则”：
多在香港注册、不做明账

业内人士透露，“21世纪民间艺术传承

大师”这类听上去名头响亮、实际上“云里

雾里”的名号，很多时候，就是“几个人聚在

一起、拍脑袋想出来的”。之后，随便弄个

组委会，就可以向全国的艺术爱好者发出

参评邀请了。

为了让这些评选活动具有迷惑性，有

的组委会还会临时设计注册一家“官方网

站”，在网上进行各种形式的包装宣传。

为了逃避监管，这些“山寨”的评奖机

构往往有两条生存“潜规则”：注册多在境

外；活动过程中不会有账目出现。

“在香港注册民间协会比较容易，名称

搞得含糊点，然后在大陆开展经营活动。”

对于第一条，有业内人士如是解释。

这些社团组织给内地对口行业的著名

人士及部分党政机关的领导颁发《聘任

书》，聘请其作为社团的“副主席”、“名誉主

任”、“顾问”等职务；在被“聘请”人没有作

出任何承诺的情况下，便将被“聘请”人的

姓名公开在其所办刊物及宣传品上，并冠

以各种职务头衔。

2006年，《京华时报》曾曝光了一家名

为“中国质量诚信促进会”的机构。该机构

从 2003 年上半年开始给企业颁发奖证，

“卖”到2005年10月后便隐退江湖。

该协会原业务负责人梅某透露：“通

过中介在香港注册个协会，然后租个房

子，买几台电脑、（装个）电话和传真，弄

个网页，招聘几个业务员，门一关就可以

干了。”

花小钱、赚大钱的“请领导”学问

梅某介绍，从事这类活动的人都非常

“谨慎”，就连协会的普通业务员都用化名，

办公的地方也保密。业务员的收入很大部

分来自提成，其日常工作是上网搜罗一些

公司的联系方式，然后冒用权威部门名义

给企业发传真打电话，搞到“订单”。

2009年12月，浙江省三门县公安局曾

捣毁过一个国内罕见的特大诈骗团伙。有

1372家浙江中小企业主被骗183万余元。

该团伙的“办公地点”，位于原杭州市

汽车东站附近的一间简陋出租屋内。几十

名男女青年不停地拨打电话，向浙江省中

小企业主贺喜入选“全国优秀民营企业”、

“浙江省诚信经营优秀示范合作社”等评审

活动。只要是企业主需要的荣誉，都能得

到，不过要付公示费。

“我感觉是那些老板虚荣心作怪，爱面

子。有的老板是想通过这种评优获得一种

资质，然后去做事情。”24岁的安徽人强传

仁说。强是该团伙中一个小组长，拥有大

专学历，曾在9个月时间给101家企业评

优、11家企业送牌，“创收”14万余元。

为提高“效益”和“安全度”，企业“荣

誉”贩卖者还会千方百计地找“关系”，如获

得一家媒体的支持，请到一些政府部门的

人物当“顾问”等等。

前文提及的“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就看重

这一点，其通过高额邀请相关专家和领导，在

学会中担任名誉领导，让与会者闻讯而来。

主办方负责人称，“请领导都需要费用

的，哪个领导出席，到时候给人点儿(钱)。”

这样一来，便容易达到“花小钱、赚大钱”的

目的。

“现在很多单位、公司都喜欢做荣誉

牌匾，制作一块荣誉牌匾，广告公司往往

能赚到总价的 60%左右，所以各家广告

公司都愿意接这样的活儿。”合肥一家广

告公司老板张某表示，他在合肥市徽州

大道的一家门店，一年制作的荣誉牌匾

要以千计。

“即便是联合国颁发的荣誉，只要你想

要，广告公司都可以给你做出来。”张某说。

非法颁奖机构炮制“荣誉”
联合国颁发的荣誉，只要你想要，都能做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