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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率预测同一院校相差99%

“AI挑大学”靠谱吗？

目前，正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志愿填
报阶段。如今，各种互联网手机应用或
者小程序代替了厚厚的参考书，成为不
少考生和家长进行志愿填报参考的电子
助手。对此，有考生和家长认为信息更
丰富了，也愿意花钱购买这些服务。但
也有考生和家长发现，同一个考生用不
同的工具，会得到几种不一样的建议，感
觉难以辨别，怀疑相关信息的准确性。
让“AI帮忙挑大学”靠谱吗？大数据填报
志愿咨询服务，存在哪些风险？

高考志愿填报，考生打开手机输入成绩，就
能看到基于大数据推荐的学校。

河北邢台的考生家长裴女士用过不止一款
付费工具，她称，家长们都比较重视志愿填报，
自己也下载过几个类似的App，花了1000元左
右。“这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大致的概率，起不
了最终决策性的作用。很多家长也都在用，我
们就跟风下载了。”

还有家长愿意多花钱，希望获取更详细、精

准的信息。“我研究过很多报考App，里面的推
荐可以参考。我报了一对一的，觉得贵了些，交
8000多元钱，但推荐的学校还比较满意。”

记者试用多款提供高考志愿填报建议的手
机应用或者小程序，选择省份，填写分数和感兴
趣的专业方向等信息之后，系统就显示出推荐
报考的学校、专业等。

但同时，记者发现部分内容需要付费购买
会员服务才能查看。比如一款小程序推荐的院

校分为“可冲击”“较稳妥”“可保底”三类，并在
学校名称旁边标注录取概率的百分比，其中“可
冲击”为20%左右，“较稳妥”有50%左右，“可保
底”达到80%。

在免费状态下，看不到推荐学校的完整名
单，具体专业的录取概率也加上了一把锁的符
号，提示需要付费购买VIP服务才能查看。此
外，客服人员强调，收费提供的录取概率也“仅
供参考”。

有App称能算出录取概率 部分内容需要付费查看

不过，记者用同一个省份、同一个分数、相
同的考生资料在不同的志愿填报工具上测试发
现，得到的建议并不相同。

不只是推荐的学校数量和具体名单有明显
差别，还有媒体反映在两款App上尝试了付费
可用的“院校录取率预测”功能，同一院校相差
99%。在第一款应用显示为0，其中仅显示了该
校试验班的往年招生计划人数。第二款应用显
示99%，分别列出了外语、哲学、管理等专业的
录取概率。

行业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的高考生
有近九成愿意为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付费，其中

超过四成的人愿意付出200元至500元，超过两
成愿意付出0元至200元，相关市场规模从2016
年的1.3亿元逐年增加，到2023年预计超过9亿
元。

但在互联网消费投诉平台上，与之相关的
投诉也不少见，其中占比最高的是“诱导消费”，
达到四成；其次是“虚假宣传”，超过三成；第三
是“信息有误”，接近两成。有用户反映，自己填
报的前六所大学，根据一款手机应用计算，录取
概率都超过70%，但最终一所都没录取，落到另
一个“保底”的大学。

对于大数据推算出的录取概率，需要付费

但“仅供参考”的信息，也有考生和家长存在疑
虑。

安徽家长高先生的孩子刚上一本线，填好
志愿尤其重要。“我们也找过不少App，给出的
意见都不太相同。我们也不敢完全依靠网上的
这些App，所以觉得还是找相关老师咨询比较
靠谱。”

河北的家长李先生也倾向于找老师当面交
流。“孩子高考分数出来以后，我并没有选择这
些线上填报志愿App，老是感觉不太靠谱，心里
不踏实，我是选择了一位线下的老师，可以面对
面交流探讨。”

大数据测录取率：同一院校相差99%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
副秘书长陈音江提醒：“考生和家长要理性
看待这种服务，不要盲目轻信，尤其是涉及
录取概率。”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今年6月中旬，国内现
存高考志愿相关的企业接近2600家，绝大多数
相关企业在近十年间成立。

陈音江建议，考生、家长可以查看提供信息

服务的平台是否有相关注册登记，据此判断该
平台的资质。此外，平台也应当对提供的信息
服务做出明确的提示和告知。

据《成都商报》

专家提醒：不要盲目轻信 平台应做出明确提示和告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