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第6卷�第4期·教育理论与应用

54

基于平安校园环境下高校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研究

杨加泉
天津理工大学中环信息学院Ǔ天津Ǔ300380

摘Ȟ要：电信网络诈骗的普遍性与危害性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剖析了电信网络诈骗的普遍性，分析了

其对个体与社会的深远影响，探讨了防范的隐蔽性与挑战。通过典型案例分析了高校大学生防范意识薄弱的根源及受

骗后的心理与社会影响，并提出基于平安校园环境下的高校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策略，包括完善反诈预警机制、强化反

诈爬虫技术应用以及构建全面完善的电信网络诈骗反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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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互联网作为新时代最具活力的领域，为我们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便利，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安全隐患。电信网

络诈骗作为一种隐蔽的犯罪行为，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进

行诈骗活动，其普遍性和危害性不容忽视。创建平安校

园是保障学生身心健康、维护高校和社会安全稳定的重

要手段。本文以高校电信网络诈骗防范为研究对象，旨

在提高大学生的网络安全素养和防范意识，减少电信诈

骗案件的发生。

1��电信网络诈骗的普遍性与危害性

1.1  无形之网：电信网络诈骗的普遍性剖析
电信网络诈骗通过互联网、手机通信等渠道进行，

形成了一张无形的网络，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犯罪分子

利用虚假信息、诱骗手法，通过钓鱼邮件、短信、电话等

方式实施诈骗，获取受害人的个人敏感信息或财产。

1.2  隐匿之害：电信诈骗对个体与社会的深远影响
电信诈骗不仅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和个人信息泄

露，还可能导致身份被冒用，给个人生活和经济带来巨

大负面影响。同时，电信诈骗也破坏了社会信任，导致

社会秩序混乱，给执法机构带来巨大压力，影响社会治

安和经济发展。

1.3  防范之难：电信网络诈骗的隐蔽性与挑战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利用先进技术和心理操控手

段，使诈骗行为更加隐匿，难以识别和追踪。诈骗手法

不断更新和演变，增加了防范工作的难度。

2��高校大学生电信诈骗风险防范意识薄弱和受骗的

原因以及被骗后产生的影响

2.1  意识之缺：大学生防范意识薄弱的根源探究
电信诈骗在高校大学生群体中频发，已成为不容忽

视的社会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数据显示，2023年前十
个月，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人数大幅

上升，同比增幅近52%，反映出此类犯罪的严峻态势。大
学生虽学术水平高，但在识别和处理网络信息方面可能

技能不足。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超九成受访大学生期

待反诈教育进校园，凸显出提升防范意识的迫切需求。

大学生年轻、社会经验少，易成为诈骗目标。在浙江省

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90后和80后是主要被骗群体，
分别占42.91%和24.45%。大学生好奇心强但风险评估
能力不足，易放松警惕。同时，诈骗手段不断更新，利

用高科技手段如社交工程、钓鱼网站等，增加了识别难

度。高校在反诈教育方面存在不足，缺乏系统教育和宣

传机制。其受骗原因多样，后果严重，包括经济损失、

心理创伤和社会信任破坏[1]。

2.2  诱惑之陷：电信诈骗话术的心理操控机制
电信诈骗话术的心理操控机制对高校大学生造成了

严重影响。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超90%的受访大学生
期待反诈教育进校园，凸显出提升防范意识的紧迫性。

同时，数据显示10.09%的受访者曾受骗，31.25%曾遭遇
诈骗但未上当，说明电信诈骗在大学生中发生率较高。

诈骗分子常冒充权威机构或熟人，利用受害者的信任感

使其放松警惕。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在一些大中城

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在刑事案件中占比高达50%。诈
骗分子还通过设置时间限制或紧急情况，激发受害者的

急迫感，降低其理性思考能力。公安部统计显示，2020
年公安机关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2.2万起，凸显了诈
骗话术中急迫感操控的普遍性。此外，诈骗分子还提供

高额回报或中奖信息，激发受害者的贪婪心理。同时，

他们利用受害者的情感，如同情心或亲情，进行操控。

利用受害者在某些领域的知识盲点，制造信息不对称，

也是诈骗分子的常用手法。这些心理操控机制共同作用

下，使得电信诈骗在高校大学生中屡屡得手[2]。

2.3  信任之失：受骗后的心理与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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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诈骗对高校大学生的心理和社会影响深远且复

杂。据《新形势下电信网络诈骗治理研究报告（2020
年）》显示，电信网络诈骗的受害者群体正逐渐扩大，

高学历人才，包括大学生，也成为主要目标。一旦受

骗，大学生可能面临严重的经济损失，如河南民权县的

一起电信诈骗案件，涉案金额高达4.19亿元，受害者多
达10万人，这对经济来源有限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巨
大打击。除了经济损失，心理创伤也是受骗后的重要影

响。电信诈骗可能引发恐惧、怀疑等负面情绪，加剧人

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破坏社会关系。受害者可能感到

孤立无援，对个人信息的安全和日常交易的可靠性产生

怀疑。这种不安全感和信任危机不仅影响大学生个体，

还可能扩散至整个社会。为帮助受害者恢复，心理危机

干预至关重要。高校应加强教育和预防措施，提高大学

生的防诈骗意识和能力，以降低电信诈骗发生率。同

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也强调了对

青少年等群体的宣传教育的重要性。

2.4  案例之镜：大学生受骗典型案例分析

图1��诈骗案例类型及方式比例分析图

通过对几起大学生受骗案例的深入分析，可以清晰

地看到诈骗分子的作案手法和大学生的受骗过程。在购

票诈骗案例中，诈骗分子利用微博等社交平台发布虚

假售票信息，诱骗大学生支付购票款项。常常以备注错

误、转账方式变更或退款问题为由，要求受害者多次转

账，最终实施诈骗。某本科生在求购演唱会门票时，因

轻信对方，先后多次支付，共计损失2900元。类似地，
另一名本科生在购买门票时，也因相同手法被骗296元，
还有一名本科生被骗高达13865元。网络购物类诈骗同样
猖獗。诈骗分子在闲鱼等二手交易平台发布虚假信息，

诱骗大学生支付担保金或解冻订单等费用。某本科生在

出售舞蹈卡时，被对方以解冻订单为由骗取15000元。另
一名研究生在微店APP上收到诈骗短信，点击链接后被
要求缴纳交易保障金，最终损失16500元。冒充客服类诈
骗也时有发生。诈骗分子冒充京东等电商平台的客服人

员，以关闭金融服务等为由诱骗大学生转账。某研究生

在接到冒充“京东客服”的电话后，被对方骗取17171
元。此外，网络裸聊类诈骗也呈现出高发态势。诈骗分

子通过发送不明链接诱骗大学生下载直播APP，并利用木
马病毒窃取受害者信息，以发送不雅视频为由威胁受害

者转账。某本科生在点击不明链接后，被对方骗取43100
元。这些案例警示我们，大学生必须提高警惕，加强防

范意识，以免落入诈骗分子的陷阱[3]。

2.5  反思之光：电信诈骗对高校教育的启示
高校应将防诈骗教育正式纳入课程体系，以应对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严峻形势。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数据显

示，该类犯罪起诉人数持续上升，且高学历人群涉案比

例增大。学生应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

法》，以增强自我保护能力，法律教育应成为学生教育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高校需提供心理辅导服务，

帮助学生提升抗压能力，因诈骗分子常利用学生心理弱

点。高校还应运用技术手段加强“技防”，如建立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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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监控系统，强化网络安全，预防诈骗风险，并与警

方建立联动机制，以便迅速响应诈骗案件，减少损失。

此外，高校应与家长携手，共同教育和引导学生，提供

合理的社会实践和兼职机会，降低学生因经济压力而陷

入诈骗的风险。

3��基于平安校园环境下高校电信网络诈骗防范策略

3.1  预警之盾：完善反诈预警机制的创新实践
在平安校园环境的背景下，完善高校电信网络诈骗

预警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及时发现

并有效应对诈骗活动，从而确保师生财产与个人信息

的安全。为此，高校需构建一个高效的信息收集与分析

系统，积极与相关机构合作，共享资源，并运用数据分

析与挖掘技术，实时捕捉电信网络诈骗的蛛丝马迹。同

时，高校应充分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深

入剖析数据，识别潜在诈骗风险。一旦发现风险，高校

需迅速响应，启动预警机制，及时通知相关部门与个

人，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为此，高校可组建专业的

反诈骗团队，负责处理此类事件，并与警方、通信运营商

等紧密合作，共同打击诈骗行为。此外，加强宣传与教育

也是完善预警机制的关键一环。高校可通过举办讲座、开

展宣传活动等形式，向师生普及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手法

与防范措施。同时，开设相关课程，提升师生的防范意

识与辨识能力。通过广泛的宣传与教育，可有效降低师

生受骗的风险，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校园环境。

3.2  技术之剑：强化反诈爬虫技术在高校的应用措施
在平安校园环境的构建中，反诈爬虫技术能够助力

高校实时监测与识别潜在的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显著提

升诈骗风险的检测与防范能力。高校可利用反诈爬虫技

术对网络空间进行全面监测，爬取互联网上的各类信息

和数据，涵盖网站、社交媒体等多元平台。通过实时跟

踪与分析，该技术能够有效捕捉电信网络诈骗的蛛丝马

迹。同时，结合大规模的数据收集与分析系统，高校可

及时获取诈骗活动信息，为预警与处置提供有力支持。

借助机器学习与自然语言处理等先进技术，反诈爬虫技

术能对海量数据进行自动化分析与识别。通过训练模型

与算法，该技术能够精准识别典型的诈骗模式与特征，

助力高校迅速发现潜在诈骗风险。此外，该技术还能自

动化识别与过滤垃圾信息与虚假网站，降低误报与干

扰，提升识别的准确性与效率。为进一步加强防范效

果，高校可与通信运营商及相关机构深化合作，共享反

诈爬虫技术的数据与分析结果。通过构建信息共享平

台，高校能实时了解通信网络中的诈骗活动，共同应对

电信网络诈骗的挑战。同时，利用该技术提供的数据分

析结果，高校还能为执法机构提供有力证据与线索，共

同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打击力度[4]。

3.3  体系之网：构建全面完善的电信网络诈骗反制
体系

在平安校园环境的背景下，构筑全面完善的电信网

络诈骗反制体系的核心在于通过多方合作与全方位防范

手段，构建一个覆盖所有环节的严密防范网络，以期全

面提升对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效能。为实现这一目标，

高校需深化与相关机构的合作，共同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与通信运营商、警方及网络安全公司等机构的紧密合作，

将使高校能够共享诈骗信息、情报和技术资源，实现信息

的互联互通，进而提升诈骗活动的发现与应对效率。同

时，高校需加强对师生的宣传教育，着力提升他们的防范

意识与能力。通过举办讲座、培训班等形式，高校可向师

生普及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手法与防范措施。此外，设置

网络安全教育课程，培养学生的网络安全意识与技能，使

他们具备主动辨识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能力，也是至关

重要的。在技术层面，高校应加强对网络环境的安全防护

措施。建立高效的防火墙与入侵检测系统，及时发现并阻

止可疑网络访问与攻击。同时，加强对网络设备和系统

的安全审计与管理，确保网络安全防护的连续性与有效

性。建立完善的事件处理与应急响应机制，组建专门的

反诈骗团队，制定详细的事件处理流程与应急预案，以

确保在诈骗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有序地应对。

结语

电信网络诈骗的危害性不容忽视，尤其对大学生群

体影响更为严重。高校应高度重视电信网络诈骗防范工

作，通过加强大学生的防范意识教育、建立完善的预警

机制、应用反诈爬虫技术以及构建全面的反制体系，切

实降低电信网络诈骗的发生率，确保校园环境的安全与

稳定。通过全面的防范策略，有效保护大学生的财产安

全和心理健康，维护校园的平安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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