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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因贪小便宜折损个人诚信

“假学生证”享真优惠价？

出示学生证不但可以在旅

游景区购票时便宜不少，还可

以在一些餐厅、电影院享受学

生价格。有些人因此动了歪心

思，用“假学生证”享真优惠价。

新华社记者近日调查发

现，虽然国家对制作、销售、使

用假证件等问题开展重点治

理，严肃追究失信责任，但有些

人还是铤而走险，在网上购买

“假学生证”，满足优惠需求。

专家建议，学生证应制有全国

统一的防伪标识，并加大对售

假制假商家的打击力度。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王艳 通讯员黄彩华）楼上

漏水，楼下遭殃，楼上业主要负什么责任呢？近日，东

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审结这样一宗相邻纠纷。沙田镇

某小区业主不光要给楼下邻居修好漏水问题，还要赔

偿其他损失3万多元。

房子漏水被楼下邻居告上法庭

陈女士此前在东莞市沙田镇某花园买了一楼和

二楼的房子。2007年上半年，陈女士发现自家房屋二

楼漏水严重，导致吊顶、墙面、地面、楼梯间和家具分

别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害，严重影响正常居住。陈女士

找来小区物业公司维修人员及外面装修公司人员进

行现场勘查，均认为是三楼房屋的质量问题导致。

2017 年7 月，陈女士委托了一家装修公司，对该

房屋修复费用进行报价，该公司报价为21万多元。陈

女士跟楼上业主谢先生谈了，对方承认自家房屋确实

有漏水，但认为陈女士索赔20多万元过高，双方未能

谈妥。

2017 年 10 月，陈女士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状

告谢先生，要求谢先生排除妨碍、立刻修理并赔偿损

失20多万元。

根据陈女士的申请，法院依法委托相关有资质的

鉴定公司对涉案房屋的漏水原因、修复费用及因房屋

漏水所遭受的损失分别进行鉴定。经耗费多时，鉴定

有了结果。根据鉴定结果，涉案房屋渗水情况的出现

与谢先生所有的房屋漏水有直接关系。

陈女士也根据鉴定结果变更了诉讼请求，要求谢

先生排除妨碍、立刻修理并承担维修费用（金额以鉴

定为准）、恢复原状（金额以鉴定为准，恢复室内装修

费用暂估计为6万元）、赔偿损失6000元。

修好漏水后还要再赔3万多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为物权保护纠纷。由于谢

先生没有提出反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

院依法确认陈女士房屋的损害是由谢先生的房屋漏

水所致。谢先生应当排除妨碍、维修陈女士的房屋并

承 担 维 修 费 用 。 维 修 费 用 按 鉴 定 工 程 造 价 为

25997.39元计算。陈女士房屋内受损害的物品损失，

鉴定结果为价值6010元。陈女士该项请求赔偿6000

元，处分系其自身权利的体现，未损害国家及他人的

权益，合法有效，法院予以准许。

今年5月，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

令谢先生负责维修陈女士的房屋，使其不再出现漏水

现象，该费用由谢先生承担；并承担该房屋除了漏水

外的其他维修费用，以不超过25997.9元为限；并赔偿

陈女士室内受损物品的损失6000元。判决下达后，双

方均服从判决。日前，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建议

及时取证 理性维权

主审本案的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沙田法庭副庭

长林健华法官称，随着商品楼居住的普及，楼上楼下

因漏水等问题引发的纠纷并不鲜见。遇到这种问题，

受害的一方首先应当及时保留证据。比如可以向物

业公司投诉，通过中立第三方的介入处理来固定证

据。其次，应当理性维权。本案中，楼上邻居谢先生

一直都表示同意赔偿陈女士的损失，但陈女士的索赔

要求畸高，双方无法调解，不得不通过诉讼解决。为

了确定损失的价格，进行了三次鉴定，鉴定的总损失

结果跟陈女士开始索赔价格相差甚远，她这才降低了

索赔预期，而这时已付出了漫长的时间代价和其他诉

讼成本。

虽然使用假学生证骗取折扣只是件小事，但其背后

存在的社会问题却值得关注。

辽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思宁表示，使用假学

生证是一种失范行为，属于社会诚信缺失在旅游领域的

体现，失范行为增多会导致相关制度失效。

“‘半价优惠’对消费者有很大吸引力，目前由于没有

严厉的惩罚措施遏制这种不诚信现象，让使用假证者没

有后顾之忧，导致了假证的泛滥。”张思宁说。

“一些景区由于没有自动验证系统，查验难度很大，

一般只能通过简单的身份证、学生证并用方式去推断，或

者从年龄目测等，区分真假难度很大。”张思宁等专家建

议，全国景区可进行联网检测学生证是否真实，同时学生

证也应有全国统一的防伪标识。

此外，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谢博思表示，

贩卖假学生证属于违法行为，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对于情节较轻的将处以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如果

情节严重涉嫌触犯我国刑法的，也就是涉嫌犯罪行为。”

谢博思说。

“目前，我们在法律上对于这种行为的打击力度还有

待加强，相关部门可以将购买、使用假学生证的行为列入

个人诚信系统，对于出售假学生证的商家和相关平台也

应该加大处罚力度。”谢博思说。 （于也童 丁非白）

近年来，尽管各网站平台都在不断完善规范，屏蔽假

证搜索结果，拓宽假证举报渠道，可仍有假证件、假证书、

假证明的售卖者通过变换关键词的方式，继续兜售假证。

记者在淘宝网上搜索“学生证”“办证”等关键词均

显示“没有找到相关的宝贝”。在小陈的介绍下，记者

试着搜索“证件”，就出现很多制作“趣味”“个性”证件

的店。这些店表面上是 DIY 搞笑证件，但店内的“好

评”却暴露了店内真实销售的产品。“挺好的，顺利进去

了，没被发现。”“和朋友一起买的，还以为会被发现，完

全顺利。”

记者随机点进一家店，还没等输入询问，店家就发来

一条自动回复：“订制请加QQ×××××你懂的，这里不

回复。”互加QQ后，店家发来60余个学校的名字，并告诉

记者：“选一个学校，发一张一寸照给我即可，钢印红印都

给你盖好，送注册章，价格是30元一本。”

记者调查发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商家颇有一

些。记者随机询问了 8 位淘宝店家，这些店家“套路相

仿”，均表示可以办理高仿学生证，部分商家还表示“保证

你用4年。”

此外，在百度搜索“假学生证”还会自动联想出“办假

学生证的淘宝暗号”“假学生证哪些景点不能用”“假学生

证怎么办”等搜索词条。

“好多景区、公园票价太贵了，动辄上百元，用学生证

能便宜很多钱，有的甚至半价。”辽宁沈阳小伙陈庆阳大

学毕业没多久，为了能继续享受学生价，在网上买了一张

假学生证。“我在一些景区试了几次，都没被发现。”陈庆

阳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与小陈有着类似做法的年轻

人不在少数。“我身边一些朋友也在买，有的因为读研了，

不能享受打折优惠心里不舒服；还有的是刚刚参加工作，

手头不宽裕，30元买个假证就能省下不少钱。”一位在读

研究生对记者说。记者了解到，除了景区以外，使用假学

生证在一些电影院和餐厅也可以享受到学生价。

对于使用假学生证一事，北京某销售行业职员朱平

并不避讳。朱平说，身边一些朋友也会用这种假证，“出

去玩一趟能省下近一半的钱，被发现了大不了补全票，他

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为测试购买到的假学生证能否使用，记者来到沈

阳某景区售票处，拿出假学生证，售票员只翻了一下，

看照片是否本人，记者就顺利购买到了一张半价学生

票。

当记者说出自己使用的是假证时，工作人员仔细翻

看后表示，“真看不出来，上面既有注册章、钢印，还有磁

条，和真的一模一样。”她告诉记者，假学生证一般很难识

别，检票时如果觉得购票者与学生证上的年龄不相符，最

多会要求购票者同时出示身份证。

“假学生证”享真优惠价

店家办证“暗度陈仓”

专家建议加大打击力度

房子漏水殃及楼下
业主被判维修又赔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