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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案例 1：出入寝室忘关门，小偷趁机施贼手 

2016 年 3 月 9 日 18 时 30 分许，某高校大学生王某某报警，

称在学校宿舍内总价值约 1000余元的现金和 3台笔记本电脑被盗。

经民警现场了解，王某某离开宿舍时随手将装有 1000 余元现金的

钱包放在床上，而宿舍另外 3 人的笔记本电脑则随意放置在桌上，

忘记锁宿舍门就离开，回来时发现财物被盗。经过警方调查，于 3

月 12 日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经审查，李某利用下午学生上课时

间偷偷溜进校园，发现王某某所在的宿舍门未关后潜入盗走现金和

笔记本电脑。 

案例分析： 

新生入学时，校园里面外来人员密集，流动量大，管理困难，

需要广大师生提高自我防范意识，丰富自身防盗知识。切勿贪图一

时方便，将财物随手放置，出门时关好门窗，不给犯罪分子留下可

乘之机。 

  

案例 2：上门推销诈骗 

2016 年 10 月 9日，新生龙某（女，19 岁，在校大学生）在

学校寝室休息时，一位自称“学姐”的推销人员上门推销化妆品，

承诺质量可靠，效果明显。由于新生季有降价活动，价格实惠，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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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时间名额有限。在交流之后，对方称是龙某的老乡，取得了她

的基本信任。龙某即购买了化妆品，在她的带领下，几个室友也纷

纷购买。而之后龙某的室友发现化妆品有疑，上面的信息模糊，网

上查询后，确定是劣质化妆品，而对方也联系不上了。 

案例分析： 

新生开学季是诈骗分子“冲业绩”的关键时期，他们通常冒充

“学长”、“学姐”进入新生宿舍推销英语学习资料、学习用品、

生活用品等。对于上门推销者，要保持怀疑的态度，不轻易透露个

人隐私信息。不要有贪小便宜的心理，以新生季为名的降价活动不

会绝对可靠。对于限时限量的活动要谨慎，不要自投陷阱，更不要

因为是学长、学姐、老乡而掉以轻心，凡是遇到上门推销的，立即

向宿管员或学校保卫处反映。 

 

案例 3：冒充辅导员代缴学费诈骗 

小李开学报到在缴学费的窗口排队时，一名 30岁上下的女子

走过来，“你是不是李某某？我是你们的辅导员。”辅导员对小李

说排队要很久，她可以帮其代缴学费，并让小李先到宿舍登记入住。

小李看到她身上挂着迎新的牌子，手上抱着一叠表单，就没有怀疑，

将现金给了这位辅导员。之后小李核对缴费情况时才知道被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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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入学报到时，切勿相信所谓的热心人，不要让别人代替自己去

缴纳相关费用，对过于热情的“学长”、“学姐”、“老师”保持

警惕性。 

 

案例 4：误上黑车遭讹诈 

      刚入学的小吴想去市区逛逛，在公交站台等车时，一名男子

开着车过来和她搭讪：“美女去哪？我带你一下。”小吴眼看公交

车怎么等也不来，就坐进了这名男子的车。行程到一半时，小吴问

这名男子车费是多少，原本预计只要 40 多元的车费，这名男子却

一口要价 400元。小吴觉得有些害怕，不给钱的话怕会遭遇人身伤

害，于是她在微信上联系了同学，发送了自己的定位，让他们联系

警方寻求帮助。最后，小吴乘坐的黑车被民警截获，黑车司机被警

方拘留。 

案例分析： 

新生入学，对周边环境不熟悉，一些黑车司机钻空子到校门口

附近拉客，专挑大学生下手。此前也发生过大学生乘坐黑车遇害的

案件，警方提醒一定要坚决拒绝黑车，维护自身安全。乘坐滴滴时，

上车前要记下车牌号，不和不认识的人拼车，不让人发现手机是否

处于低电状态，尽量坐在司机后方的座位，遇到危险立即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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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车（机）票诈骗 

近日，大学生小文在订完机票后立即收到一个显示号码为

“+85266753430”的短信，对方自称是某航空公司客服人员，声称

小文的航班被取消，需要去 ATM机上办改签，然后诱导小文按其要

求操作，最终骗走其卡内 6100元学费。  

案例分析： 

因为关系到自身的车票问题，又有所谓的客服人员，使得学生

容易上当。所以需要牢记的是：铁路部门客服人员和公安民警，绝

对不会打电话索要验证码或指引转账操作，只有骗子才会要求到

ATM 机进行操作和交易。 

 

 

案例 6：自行车被盗 

2016 年新生开学初，河南某大学生小牛骑着新买的价值 2000

多元的山地自行车赶去上课，但由于时间紧迫，担心上课迟到，于

是，小牛将车停在教学楼下便匆匆去上课了。下课后，小牛便发现

自行车不见了。 

案例分析： 

大学里人流量大，新生入学攀比心理强，买车买新不买旧，学

生安全意识又不高，经常随意停车且不上锁。即便是有上锁，锁的

安全性也差，起不到保护作用，容易被剪断，有的甚至因为车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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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直接扛走。所以，建议广大新生理性购车，不盲目攀比；即停即

锁，且最好选取质量好的“U”型锁；可与地面锁车装置相连，或

两辆车锁在一起，防止车被扛走。 

 

 

案例 7：冒充港澳台交换生诈骗 

某高校大学生王丽丽（化名）在回宿舍的路上，遇到一个背着

双肩包，穿着体面，口袋里装了一些港币的年轻男子主动跟她搭讪。 

“同学，LEI HAO ”，这名男子自称是香港某大学大三的学生，到该

校做交换生，称当天刚下飞机，因为身上带的是港币，无法入住酒

店，问王丽丽能否借点钱给他住宿，称会将住宿的钱打到王丽丽的

银行卡上。王丽丽信以为真，将自己银行卡内的 2500 元生活费钱

全部取给了那名男子。事后王丽丽恍然大悟，发现自己就是中了一

个假冒香港某大学生诈骗的骗局。 

案例分析： 

假冒“香港人”落难的诈骗在高校及高校附近时有发生，违法犯

罪分子一般以男性为主，特征往往有四点。只要注意识别，这类诈

骗不难防范。 

一、穿着体面。往往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大学生的外表，常背着

书包，戴着眼镜等，物色的诈骗对象往往为在校女大学生或高校附

近年轻女性，容易取得信任，博取对方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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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难求助。诈骗分子往往称是香港某某大学到内地的交换

生以要先查看内地学校，刚下飞机，银行卡不能正常使用，手机没

电、住酒店没钱等等为由，最后转向受害人借钱或者借手机。 

三、道具齐全。用一些假冒证件做幌子，例如假冒的学生证、

饭卡，此外，还有一些港币、高端手机、手机英文信息等当做道具，

以增加可信度。 

四、广东口音。操着一口并不正宗或者偶尔讲几句广东话，在

西南地区一带行骗。 

 

【温馨提醒】 

    新生开学初，是各类案件的“高发期”，不法分子会利用各种

手段作案以获取钱财。为减少广大师生的人身财产损失，请务必提

高警惕，如遇以上情况，立即拨打校园 24 小时报警电话 626110（临

海校区）/666110（椒江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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