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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立案受理考生起诉

什么是雷同试卷？雷同试卷如何甄
别？其判定标准是什么？

记者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没有找
到雷同试卷的释义。

“雷同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法律上
并没有对雷同作诠释。雷同应该是一个
学术术语，雷同试卷指同一科目试卷答
案文字表述、主要错点高度一致，或错同
率达一定比例，一般要达到80%至85%
相似。”西南政法大学行政学院教授曾哲
曾参加过多次公务员考试的出题及阅卷
工作，他告诉记者，雷同试卷的认定一般
都通过第三方机构作出，雷同试卷情形
复杂，它并不一定出现在相邻座位，在不
同考场、不同考点也会出现雷同卷，“这
可能与社会上一些公务员考试辅导机构

考前‘猜题押宝’有一定关系。”
记者注意到，在公务员招录考试中

使用雷同试卷甄别系统近十年来，小赵
并不是“喊冤”的第一人。2015年 5月，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务员考试成绩公布
后，有多名考生对被雷同试卷甄别技术
判“违纪”不服，认为被“误伤”。针对考
生对甄别雷同系统是否会有漏洞的质
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工作人员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称，对雷同试卷甄别认定，是经国家公务
员局认定的权威机构直接进行的，有可
靠的科学依据。我国采用4种方法测算
的结果取交集、多重条件联合判定，误判
概率误差率小于 10 的 17 次方分之一。
试卷甄别系统不存在“误伤”，不会冤枉

任何一名考生。
既然这样，为什么雷同试卷仍然一

再被质疑？有专家称：“这与组织考试的
部门在作出违纪处理决定时，对相关的
事实、理由告知不充分有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认
为，目前高科技、集团作弊手段层出不
穷，雷同试卷也呈现出多种多样的情形，
虽然雷同试卷的鉴定是一项复杂的专业
性很强的技术工作，但并不是所有的信
息都不能告知考生，依据《公务员考试录
用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考试机构应该制定确定作答内容雷同的
具体方法和标准，并向全体考生公开。
程序上公开透明才能减少猜疑，才能让
人信服。

公务员考试陷“雷同试卷”之谜
考生到法院起诉
专家：公开透明才能减少猜疑

8月29日上午，小赵接到天津市人才
考评中心的电话，让她去一趟。以为是要
办理录取手续，小赵出门时带齐自己所有
材料，赶到考评中心。

在考评中心一间办公室，工作人员先
向小赵询问考试当天是否有异常情况，小
赵回答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接着，工作人
员告诉小赵，在这次公务员考试中其行政
职业能力测试成绩因试卷雷同将被认定
为无效。

小赵惊呆了。她追问：“我的试卷到
底与谁雷同？雷同试卷什么时候发现
的？如果真有雷同为什么现在才告诉
我？”工作人员答复，所有材料都不能透
露，只能向法院出示。

两天后，考评中心将《公务员考试成
绩无效处理告知书》递给了再次前来反映
情况的小赵。告知书最后写着“如果对告
知内容有异议，可在7日内提出陈述和申
辩”。

8月31日，小赵提交了申辩书。请求
考评中心告知认定雷同试卷的具体方法
和标准。小赵再一次向考评中心工作人
员咨询，在阅卷过程中发现试卷雷同可认
定为无效，哪段时期为阅卷过程？有没有
相关法律依据？工作人员答复：“没有明
确规定，我们什么时候发现问题都可以处
理。”

9月 7日，7天申辩期已过。小赵接
到了考评中心的《公务员考试成绩无效处
理决定书》：“你在参加2017年天津市公
开招考公务员考试录用中，在行政职业能
力测验科目考试环节中有与其他报考者
之间同一科目作答内容雷同情形，依据
《公务员考试录用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
法》（人社部令第 30 号）第 9 条第 1 款规
定，给予你当次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考
试成绩无效的处理。”

对这份处理决定书中的表述，小赵用
了三个词“不服、不满、不解”：“我的试卷
到底和谁雷同？为什么直到公示前两天
才告知？这些疑惑怎么就不能给我一个
明确的回答？”

得不到相关部门令人信服的解释，小
赵开始向社会公开求助。

9月8日，小赵以“质疑天津市人才考
评中心，我的成绩为何无效”为题，在微博
上详细讲述了自己参加公务员考试，试卷
被认定雷同成绩无效的经历。“5月12日，
考评中心已经公布我的行政职业能力测
试成绩是66.8分。难道不是因为这个成
绩准确无误，我才会进入之后的面试、体
测环节。笔试成绩公布三个月了，政审都
结束了，才告诉我成绩无效，这合理吗？
这些后果和责任都应该由我本人承担
吗？《公务员考试录用笔试考务组织办法
（试行）》规定，在阅卷结束后，阅卷工作组
应向公务员主管部门提供准确无误的考
试信息。阅卷过程不包括雷同试卷的鉴
定吗？”

这条微博引起不少网友关注，9月13
日《天津日报》以“公务员考试被判‘雷同
答卷’成绩无效”报道了小赵的遭遇。这
条新闻经人民日报客户端等多家网媒转
载，引起广泛关注。

正想着自己的遭遇也许会出现转机之
时，小赵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当
天晚上，报纸上的新闻在网上的链接就打
不开了。

“网上的新闻被删了。不怨恨任何
人，不怀疑社会。打击是真的，生活也要
继续。有时只是要一个公道。”小赵在微
博中写道。

小赵决定去法院起诉。按照往年的
流程，10月上旬，最后一批公务员录用名
单将会公示。她希望能尽快得到一个明
确、合理的解释。之所以放弃行政复议
而直接选择诉讼，是因为半个多月奔波
于相关部门之间，她没有看到问题能迅
速得到解决的可能。

立案也费了些周折。考评中心的工
作人员告诉她去天津市和平区法院，因
为考评中心是在和平区注册的。9月 11
日上午，小赵去和平区法院申请立案。
法院工作人员告诉她，考评中心的地址
在河西区，应当去河西区法院。小赵又
急忙赶到河西区法院，她把诉状递进了

河西区法院的8号立案窗口。工作人员
起身离开座位好一段时间，她隐约听到
工作人员之间在讨论主体资格。等了一
个多小时，工作人员把一份立案受理通
知书递了出来。“终于有人管了！”连日东
奔西跑的小赵终于得到一丝欣慰。

在起诉书中，小赵详细陈述了自己
报考公务员考试的先后经过——2017年
3月24日原告报名参加了天津市公安局
公务员考试，5月12日查阅成绩：笔试成
绩66.8分；5月20日通过体能测试；6月
10日通过面试；6月22日通过体检；7月
17日通过政审。8月29日，被告口头告
知原告，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考试无

效，理由是被鉴定为雷同答卷；8 月 31
日，被告发给原告一份《公务员考试成绩
无效处理告知书》，原告对此向被告进行
了口头及书面陈述和申辩，被告没有给
原告合理答复；9月7日，被告向原告作
出《公务员考试成绩无效处理决定书》。
原告认为，被告没有严格按照《公务员考
试录用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人社部
令第30号）的规定作出决定，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程序违法。被告的行为不但
给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物质损失，更给原
告造成了精神上的极大痛苦，请求法院
撤销被告于 2017年 9月 7日作出的《公
务员考试成绩无效处理决定书》。

据《检察日报》报道，8
月底，刚走出学校大门的天
津理工大学毕业生小赵，一
只脚还没踏入社会，就迎头
挨了一闷棍。今年3月，小
赵报名参加了天津市公务
员考试，之后几个月顺利通
过笔试、复审与体测、面试、
体检、政审环节。8 月 29
日，就在录用名单公示当
天，她接到了天津市人才考
评中心下发的成绩无效处
理告知书，原因是其“行政
职业能力测试科目被鉴定
为雷同试卷”。录用公示名
单中没有她的名字。

“我没有作弊，也没有
协助他人作弊，为什么会出
现‘雷同试卷’？”一个多月
过去了，小赵多方反映申
诉，但没人能给出她答案。

专家：公开透明才能减少猜疑

考评中心：
“所有材料不能透露”

考生：希望讨一个公道

从8月底到 10月初，一个多月时间
里，小赵已经能把处理决定书一字不落
地背出来，但“雷同试卷”这4个字，对她
来说仍然是一个谜。

相比谜一样存在的雷同试卷，更让
小赵及关注此事的网友愤愤不平的是，

“招录部门告知得太晚了”。笔试结束3
个多月，直到公示前两天才告知考生，于
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考试成绩公布3个月后才告知考

生成绩无效肯定是不合适的，用‘我们什
么时候发现问题都可以处理’答复考生
是以价值判断取代规范性拘束，也并不
合理。”杨建顺说。

杨建顺告诉记者，对于《公务员考试
录用违纪违规行为处理办法》第9条第1
款规定“在阅卷过程中发现报考者之间
同一科目作答内容雷同”的理解，通常认
为，阅卷人批卷结束，经过复查、登分之
后应该算是阅卷过程结束。由于现有的

法规、规章并没有对阅卷过程作出具体
的规定，才引起考评中心与考生之间对
这一时间段的争议，立法部门应尽快完
善和细化相关规章制度。针对小赵提出
的依据《公务员考试录用笔试考务组织
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阅卷工作组没能
向公务员主管部门提供准确无误的考试
信息涉嫌程序违法的质疑，杨建顺认为，

“如果阅卷工作组向公务员主管部门提
供的信息有误，应该属于工作失误。”

追问：鉴定结果应当何时告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