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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电信诈骗问题的概念、成因及防范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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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电信诈骗愈演愈烈，高校电信诈骗现象也层出不穷，对高校学生的生

活、学习带来一定的危害，也对社会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电信诈骗的概念、成因以及应对措施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剖析，以增强对电信诈骗的防范。

【关键词】：高校学生；电信诈骗；防范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cause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of telecommunications fraud problems of college
students

Yunlong Sun

Chongq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Chongqing 401331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lecommunications fraud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ntense, and the phenomenon of telecommunications fraud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also emerged in an

endless stream, which has brought certain harm to the lives and studies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has also had a negative impact on

society.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oncept,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elecommunications fraud from three aspects to

enhance the prevention of telecommunications fr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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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通信与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在享受通信与电

子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便捷之时，也有一系列的弊端。网络

的虚拟性、全天性、开放性、全区域等特点被不法分子所利

用，随之而生的电信诈骗行为愈演愈烈，电信诈骗在社会上

的危害程度较大、危害面较广、导致的损失较大、社会影响

恶劣，使得社会的正常秩序遭到严重影响，大众心理也受到

严重的创伤。因此，加强对电信诈骗的成因及对策研究有着

十分重要的意义。

1 电信诈骗的概念及常见形式

1.1 电信诈骗的概念

电信诈骗是近年来全新兴起并迅速蔓延的一种诈骗方

式，对人们的财产安全已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电信诈

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信技术与互联网手段，采

用虚构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私财务

的行为，是相较于传统诈骗手段较为新颖的诈骗方式。这种

不法行为使得人们的财产遭到严重损害，属于违法犯罪的行

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电信诈骗最早于上世纪 90年代出现在中国台湾，后来

内地也逐渐出现一系列诈骗团伙，电信诈骗像病毒一般扩散

至全国。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电

信诈骗发案数量增加，诈骗手法翻新，诈骗形式多样，越来

越多的犯罪分子在东南亚等地建立诈骗基地，触角遍及世界

各地。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电信诈骗犯罪案件呈现高发态

势，尤其是在高校范围内，电信诈骗相关案件数量已呈指数

级增长。针对该情况，国内有关部门对于电信诈骗的关注重

视程度不断提高，随着公安部门的技术更新迭代、全方面的

案件侦查，越来越多的电信诈骗内容、方式浮出水面。然而，

现如今仍有大量诈骗分子将犯罪窝点设在国外，或者利用技

术手段隐匿犯罪窝点，这也使得公安部门对电信诈骗这一违

法犯罪行为的打击能力显现出疲软状态。

2 电信诈骗的常见形式

2.1冒充亲友进行电信诈骗

在诸多的电信诈骗手段中，冒充亲友进行诈骗是常见的

手段之一。有的诈骗分子通过电话、微信、QQ 聊天等方式

联系学生受害者，谎称自己是学生的亲属、同学或老师等身

份，以“借钱救急”“收缴学费”等理由欺骗学生受害者；

有的诈骗分子声称受害者亲属发生紧急事故急需现金治疗，

以此欺骗学生受害者；甚至有的诈骗分子谎称学生受害者的

亲友被绑架需要钱财赎身。由于信任或者恐慌心理，在这些

情境之下的学生很容易轻信诈骗分子，导致钱财的流失。

2.2虚假兼职进行电信诈骗

利用当前高校学生对兼职赚钱的需求，许多电信诈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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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会伪造兼职招聘信息，忽悠高校学生参加虚假刷单兼职。

在进行刷单时，电信诈骗分子会不断向学生受害者进行高额

返利，营造稳赚不赔的假象，等到学生受害者完全放松警惕

后，再多次拖欠刷单的本金及佣金，直至达到一定的数额后

便消失不见，以此导致学生受害者的钱财损失。

2.3 钓鱼、木马病毒类电信诈骗

这一类诈骗方式是采用的是在网页端、移动端通过钓鱼

信息（不法网址、广告等）引诱学生点击进而进行诈骗的方

式。部分高校学生的社会经验不足，受钓鱼信息的内容引诱，

很容易就会落入陷阱。一旦点击这些网址广告，或者导致个

人信息泄露，或者会有木马病毒植入到设备当中，稍有不慎

便会直接威胁到财产安全，后患无穷。

3 校园电信诈骗盛行的原因

3.1 电信诈骗犯罪成本低、作案手法隐蔽

首先，电信诈骗设备成本低。大部分情况下，犯罪分子

利用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就能具备实施电信诈骗的基本条

件，用低廉成本就可以非法修改网络域名、IP 地址或相应的

APP 小程序端口，通过不定时修改网络域名或手机 IP 地址，

增加公安机关追踪犯罪的难度。犯罪分子制造虚假信息、作

案手法隐蔽、作案人员流动性较大，尤其是面对将服务器架

设在国境周边或境外的诈骗团伙，追踪定位和监管整治的难

度更大。

3.2 电信诈骗手法多种多样

在众多高校学生电信诈骗的案例中，诈骗分子通过掌握

学生的个人信息、家庭地址、电话号码、银行卡号等信息，

采取冒充各类身份、虚假购物、虚假兼职、发布带有病毒木

马的网站等多种多样的诈骗方式让学生深信不疑，一步步引

诱学生进行转账、汇款。另外，相关监管机构工作中有一定

的漏洞，诈骗分子成功实施诈骗后，为了快速转移赃款避免

相关部门的追查，往往会将所得款项迅速拆分到不同银行账

户，增大公安部门追查难度。

3.3 个人信息保护监管力度不够

除公民个人防范意识、个人隐私保护意识不强外，一些

团体或组织在收集到个人信息后也会存在信息泄露的风险，

诈骗分子很容易就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公民的个人信息。

数字化时代在催生数字经济的同时，也滋生了“数字犯罪”，

比如个人在浏览淘宝、京东或者在手机页面浏览了信息，都

会被大数据技术记录储存，个人爱好兴趣、实名注册信息等

会被平台数据记录甚至被贩卖而泄露，使得犯罪分子有机可

乘，进而对诈骗对象制定针对性的策略。

3.4 高校安全管理不足

学校对反电信诈骗的安全宣传教育不到位，从而致使学

生缺乏防范意识，是高校学生成为电信诈骗受害主要群体的

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如果学校并未较好地履行对学生生活

成长的监督责任，没有认真负责的对学生生活动向进行了

解，教师只是根据教育的需求开展活动或讲座，或者简单地

实施课程教学，就不再和学生有更多的联系、很少过问学生

的生活，这些都会增加学生被电信诈骗的风险。

3.5高校防电信诈骗宣传形式单一

部分高校的防电信诈骗宣传，仍止步于利用悬挂条幅、

张贴宣传栏公告等传统宣传方式，另外，反诈宣传形式单一、

大段文字表述的宣传方式，难以让学生留下深刻印象。针对

这一问题，利用学校学院微信号平台定期推送防诈骗推文、

举办防诈骗主题班会、发放漫画形式的宣传单或海报等途径

进行反诈宣传。

3.6部分学生法律意识淡薄

许多学生在遭受诈骗后，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

的权利，更多的受害者选择默默承受自己的财产损失。究其

原因，一方面，不少学生认为法律对自己意义不大或者没有

关系；另一方面，校园普法宣传活动较为匮乏，甚至几乎不

开展普法宣传教育。这就会助长诈骗分子的嚣张气焰，使得

更多的诈骗分子采用不同的诈骗手段欺骗学生；学生受害之

后的沉默不语，拒绝与家长老师沟通，可能会进而产生一系

列的心理问题。另外，受害学生在经济受损之后，不排除为

获取资金步入不法之路的可能。

3.7学生自我保护意识欠缺

一方面，如今的学生一直处在单纯的校园环境中，加上

在校期间未接受较为系统的防诈骗教育，对于复杂多变的电

信诈骗套路缺乏必要的辨识能力；另一方面，大学生思维比

较活跃，对于即将踏入的社会充满向往，大学生空余时间多

的同时，又对新奇事务较为感兴趣，浏览网站、接收网络信

息的时间长、内容多。由于个人隐私的保护意识不强、好奇

心的驱使等多种因素，大大增强了高校学生被诈骗的几率。

4 防范打击电信诈骗的具体措施

4.1学生自身与其家庭共同防范

大学生要学会甄别各类信息，在自己的经济承受能力内

进行消费，遇到事情及时向家长、老师和警察求助，坚决远

离校园贷，提高反诈意识，一旦遭受诈骗应学会运用法律武

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家长作为学生的监护人，

应加强学生反电信诈骗教育。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锻炼学

生识别电信诈骗的能力，可通过在家观看防诈骗题材的影视

作品，也可通过现身说法，讲解身边的真实案例；二是多关

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许多学生是在家庭生活中不受父母

重视而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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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高校层面入手进行防范宣传

（1）创新宣传载体，建立警校联动机制

针对大学生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的问题，高校应有针对性

地开展反诈教育工作，比如每学期初进行学生的反电信诈骗

主题讲座，邀请所在区域的公安人员、刑侦专家等进行授课，

通过真实案例、真实数据让学生真正掌握防电信诈骗的知识

和方法。采用警校联动机制，学校应与所在辖区的公安系统

建立有效的警校联动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公安机关根据辖

区内发生的案件，向学校发布相关宣传警示文案，让学生从

真实案件中吸取经验教训。

（2）丰富宣传形式，加大高校宣传力度

在高校校园反诈宣传过程中，要把学生由原来的被动接

受反诈信息者转变为反诈活动的亲身参与者，让学生实实在

在地融入到防诈骗宣传之中，例如通过举办校园防诈骗有奖

征文比赛、举办防诈骗主题演讲比赛、举办防诈骗案例分享

会等活动，让学生在活动过程中学习反诈知识，提升反诈意

识；创新校园反诈骗宣传方式，例如在学院、学校官微推文

中采用学生比较喜闻乐见的方式，多使用当下流行的文案，

设计轻松诙谐的反诈宣传海报等。同时，高校辅导员要通过

定期的主题班会向学生宣讲电信诈骗案例，使学生在提升反

诈意识的同时，树立“有困难找老师”的意识，以便及时发

现问题、处理问题。

（3）扩大宣传主体，采取家校合作模式

针对当前大学生面临的电信诈骗风险，学校应制定适用

学生的教育方案，鼓励学生积极学习相关反诈知识和反诈案

例，并将反诈知识的学习纳入到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系统之

中。学校应加强与学生家长之间的沟通交流，使家长及时了

解学生的状况，一旦出现问题及时跟家长联系，并向家长普

及电信诈骗的有关知识和相关案例，以便于学生家长配合学

校做好反诈骗宣传教育工作，共同为学生及其家庭的财产安

全保驾护航。

（4）在日常教育教学中融入网络安全教育

当前，许多高校的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方案还不够完善，

过分注重学生专业知识的培养，弱化了生活技能、独立思考

能力的教育。当代高校培养的是有独立思考能力、全方位综

合发展的学生，这样全面发展的大学毕业生才会适应社会的

发展，才能服务于社会。一方面，高校教师在讲授专业知识

的同时，可以加入网络安全教育的内容，向学生传递反诈骗

知识，帮助学生提升反诈骗意识；另一方面，高校教师应该

大力宣传由政府推出的“国家反诈 APP”，运用便捷的科技

力量协助高校学生防骗，筑牢电信安全防火墙。

4.3构建全社会防范电信诈骗体系

（1）完善立法，加大惩处力度

在立法方面，针对立法薄弱点，应加以完善和健全，使

公安部门在处理电信诈骗案件时有法可依。立法机关应结合

现阶段新型电信诈骗的特点，完善我国关于电信诈骗的法律

体系，将电信诈骗独立立法量刑，针对其作案动机、造成的

损失以及参与过得诈骗案件进行综合定罪，同时加大惩处力

度，增强法律威慑力。

（2）创新技术，提高追击效率

首先，公安机关应当加强追踪技术的研发创新，运用先

进技术手段进行信息追踪和案件侦查，提高对电信诈骗的追

击能力，研发创新多种类、多维度打击犯罪的手段，提高破

案成功率。其次，公安机关应加强电信诈骗的社区警民联动，

加大对可疑人员的排查力度，鼓励社区工作人员检举揭发诈

骗犯罪分子，对于犯罪份子及时依法追责并对外做好各种形

式的宣传，提高法律法规的震慑预防作用。最后，对于市场

上随意更改网络域名、手机 IP地址的小程序和 APP，公安机

关应加大惩戒处罚力度，利用大数据及时对网络数据进行监

控，对用户数据信息进行全程严密保护。

（3）完善体系，做好信息监管

信息监管部门出台相关政策规范各平台对个人信息收

集势在必行。信息监管部门从信息录入到后期信息账户销

毁，从 APP收集私人信息权限到 APP后期对私人信息的使用，

从 APP 平台到 APP居民信息相关责任人进行细化归类，建立

自上而下全面监管体系，实现信息有人采、责任有人担、惩

罚有依据，从而做到公民的个人信息采集规范、使用渠道明

确，个人信息监管有力有效。

4.4链接资源，提供社会服务

学校要重视德育建设，提高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为大

学生的心房垒设“心防”，增强他们的心理素质，在面临挫

折时候也会从容面对，不受骗局压力的胁迫。其他公益性的

社会组织可以为被电信诈骗的大学生提供帮助，比如提供法

律援助，减轻其压力；对被电信诈骗的大学生进行有效的心

理疏导，安抚其不安情绪，舒缓其焦虑状态；另外，要善于

与其家人互动，寻求亲属支持，促使受害者走出被骗的阴霾。

4.5加强引导，克服大学生心理弱点

很多电信诈骗都是通过大学生的心理弱点来实施的，因

此必须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建设，提高心理素质和承受能力，

防止不法分子趁虚而入。在学校的课程中需要融入预防电信

诈骗的教学，例如在课堂可以进行相关的案例穿插，活跃教

学氛围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让学生提高电信诈骗的防范，让

大学生能够树立反诈意识，在遇到电信诈骗时可以从容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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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根据诈骗内容冷静地分析和判断，避免情绪化造成一时

冲动，从而导致上当受骗。

5 结语

在信息化时代，通信技术为高校学生的生活和学习提供

诸多便利，与此同时，高校学生也时刻会受到各种诈骗手段

的干扰。高校学生如何正确应对电信诈骗、避免电信诈骗带

来的不利影响，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未来随着技术手段更新，

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电信诈骗案件，因此需要高校学生、教师、

家长和公安机关等多方力量共同建立联动机制，构建全社会

防范电信诈骗体系，努力让高校学生提高对网络安全的重

视，树立良好的防范电信诈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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