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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准涉诈短信骗局

近日，部分高考考生收到疑似
冒充教育考试院发送的涉诈短信，
称在考试中被AI监考发现其有作
弊行为，成绩记为0分。如有疑问
请致电。此类涉诈短信利用考生对
考试成绩的重视，以严重后果制造
恐慌情绪，使考生在慌乱中失去理
性判断。一旦回拨电话，诈骗分子
会以“消除作弊记录”“恢复成绩”为
由，要求考生转账缴纳“保证金”“手
续费”，进一步骗取钱财。

提醒：收到此类涉诈短信，切勿
惊慌失措。不要点击短信中的任何
链接，避免手机被植入恶意程序。
同时，也不要回复短信或回拨电话，
防止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提前查分骗局

不法分子精准洞察考生和家长
对分数的急切渴望，借助家长群、考
试群、手机短信等多种渠道，大肆散
布“提前查询分数”的虚假广告链
接。一旦考生和家长点击该链接，
便会被要求填报身份证、准考证等
核心信息，甚至还需交纳查询费
用。但实际上，点击链接并输入信
息的行为，不仅会让考生和家长面
临财产损失，个人信息也会被泄露
出去，陷入更大的风险之中。

提醒：考生及家人查分时，务必
认准教育部门指定的查询方式及查
分网址，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

提前录取骗局

骗子假冒大学招生办工作人
员，致电考生进行诈骗。他们声称
由于军事、艺术类院校提前招生，考
生的录取状态处于“自由可投”，若
想顺利被学校录取，必须提前缴纳
学费，否则将面临退档且无法录取
的严重后果。

提醒：提前批次录取专门面向
军事、国防、艺术类院校考生，录取
工作通过异地远程网上进行，由专
门的计算机系统依据志愿和投档规
则精准投档，整个过程不受任何人
为因素干扰。如果收到此类招生电

话、短信，不要理睬。

黑客改分骗局

骗子通过发送“神秘”短信，告
知考生分数较低，蛊惑考生添加QQ
号详细商讨改分事宜。一旦考生添
加，骗子便会自称认识教育考试院
工作人员，甚至能发送看似真实的
高考成绩截图，诱使考生付款，承诺
付款后即可更改成绩。

提醒：高考网上阅卷依托内网运
行，具备极高的安全性，不存在外部
黑客入侵的可能，并且阅卷全程处于
严格监管之下。所以，网上凡是自称
能修改高考分数的信息，均为骗局。

填报志愿指导骗局

不法分子伪装成“权威专家”，
宣称掌握“内部大数据”，借助中介、
网站、App等平台，对考生进行志愿
填报指导，并收取高额费用。

提醒：各地教育部门从未与任何
社会性质机构或企业合作开展志愿
填报指导工作。考生可参考各地教
育部门发布的《报考指南》以及高校
官方招生资料，进行自主分析。若选
择咨询机构，务必仔细核实其资质。

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局

骗子冒充高校招生办人员，向

考生寄送伪造的录取通知书，通知
书内还附有“缴费通知”，诱使考生
将学杂费打入指定银行账户；或者
炮制虚假钓鱼网站，妄图骗取学生
生活费、学杂费。值得注意的是，这
些伪造的录取通知书往往制作得极
为逼真，极具迷惑性。

提醒：考生和家长登录学校和
教育部门网站时，一定要具备鉴别
真伪的意识，通过官网认证链接或
官方发布网址进入。收到录取通知
书后，可登录省招生考试信息网或
前往县市区招办查询录取信息。在
转账汇款时，务必通过多种途径核
实账号真伪。

补录名额、内部指标骗局

这类骗局通常在高考志愿录取
结束后出现，骗子对考生家长谎称
某高校名额尚未招满，只需花钱“打
点”，就能让考生获得补录名额；还
有些骗子在考前就以各种借口哄骗
家长交钱保留名额；甚至有骗子声
称拥有特殊关系，能够购买“内部指
标”“计划外指标”。

提醒：正规招生录取过程中不
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需要收
取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的“招生
指标”，必定是诈骗。高考补录通过
各招办对落榜考生进行网上公开征
集志愿录取，并非针对具体个人，更
不会以此为由索取钱财。

艺术类招生骗局

艺术类招生涵盖多种类别，
投档排序规则和操作程序繁杂，
录取工作持续时间较长。骗子
紧紧抓住考生和家长焦急的心
理，声称只要交钱，就能从中运
作“帮忙搞定”，甚至以“不交钱
就不录取”“不交钱就退档”等话
语威胁考生和家长，达到诈骗钱
财的目的。

提醒：艺术类招生有着严格的
分数线等条件限制，并且遵循统一
的投档等招生程序，绝不可能游离
于国家体制之外。考生可通过教育
考试院官网查询录取信息，有效避
免受骗。

助学金骗局

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
生身份信息后，假冒教育部门工作
人员等身份，以考生符合“奖学金”
或“高考补助金”资格为幌子，骗取
押金或手续费。

提醒：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
政等工作人员发放“国家助学金”

“返还义务教育费”“助学扶助款”
等电话、信息时，考生及家长一定
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
系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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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先用后付”
屡屡“被负债”

“要不是女儿零花钱不够支付
订单来找我，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欠
了债’。”福州市民程女士告诉记
者，她14岁的孩子自行在某平台上
未经实名认证就开通了“先用后付”
服务，一周内下了 5单共计 100 多
元，而她对此一无所知。

程女士展示的订单显示，孩子
均是通过“先用后付”功能完成了

“0元下单”，收货后通过第三方钱
包内的零钱扣款。

这并非个例，未成年人在使用
“先用后付”功能后“被负债”现象
时有发生。

有家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说，
13岁的孩子使用家长的平台账号，

通过“先用后付”先后购买了200单
合计8550余元的商品，其中包含4
台二手手机。“不用身份验证就能直
接下单，我们一点都不知道。”该家
长说。

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关电商平
台“先用后付”功能的投诉量高达近
1.2 万条，其中不少涉及未成年人

“误触”导致的交易纠纷。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

会委员盘和林认为，未成年人在使
用“先用后付”服务时未必得到父母
授权，实质是“强迫父母买单”。父
母发现问题时，消费账单或已逾期，
甚至超出家庭承受范围，对家庭信
用造成损害。

“大部分孩子在购物时，不清楚
自己的消费能力。”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在一定程
度上，“先用后付”给未成年人营造

了“钱就是数字”的印象，容易使未
成年人落入“超前消费”和“冲动消
费”的陷阱。

此外，缺乏使用门槛的“先用后
付”，也可能让未成年人买到“不该
买”的东西。

有家长在投诉平台上反映，孩
子通过“先用后付”在某电商平台上
购买了成人用品，家长在拆快递时
才发现。“平台甚至不核验指纹或密
码。”一些家长认为，“零验证”意味
着“零门槛”，未成年人的身心可能
被一些“特殊商品”所伤害，其中隐
藏巨大风险。

好开不好关，无需严格
身份验证

记者调查发现，对未成年用户而
言，“先用后付”功能存在“好开不好

关”、无需严格身份验证等漏洞。
部分电商平台依赖第三方“信

用数据”为用户开通先用后付功
能。例如，某平台在用户开通“先用
后付”功能前需查询该用户在第三
方平台的“评估分”。记者查询第三
方平台“评估分”的服务协议发现，
该信用服务并未对用户年龄做出特
别约定。一旦在电商购物平台开通

“先用后付”服务，未成年人购买平
台上的各类商品就可以直接“一键
免密”操作。

诱导式开通“先用后付”让未成
年人更易中招。“当你在结算页面多
次收到‘立即开通享N元立减’的弹
窗时，手指不自觉点击了确认键。”
有消费者反映，平台会以“0 元下
单”“免费试用”字样引导开通“先
用后付”功能，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
不少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通
了该功能。

记者发现，平台引导用户开启
“先用后付”功能的操作令人防不胜
防——红包弹窗像游戏里的宝箱不
断跳出，不断“倒计时”制造紧迫幻
觉，而“信用额度”的变化也激发出
人的攀比心理。

那么，关闭该功能又该如何操
作？

在某电商平台App中，记者在
设置菜单中搜寻良久，才发现“先用
后付”的关闭通道。在试图关闭过
程中，用户需选择关闭“原因”，而
无论选择哪种“原因”，平台都会以
各种理由“挽留”。确定“关闭”后，
却弹出“再用用看”的引导，好不容
易关闭的功能又可能重新打开。

在“先用后付”功能下，密码“形
同虚设”。

多家平台在开通“先用后付”功
能后，交易都无需输入密码或进行
任何验证即可直接执行。某电商平
台App，记者在关闭了“免密支付”
后，使用“先用后付”功能依然无需

输入密码或进行人脸、指纹验证。

尽快堵住未成年人“0
元下单”漏洞

家长是约束未成年人“信用购”
行为的第一责任人，而社会与平台
企业也应履行相应职能，共同为未
成年人构建健康的消费观。

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监护人
应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同
时对其民事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北
京康达（厦门）律师事务所张翼腾律
师认为，若家长对手机和账号保管
不善，放任或者过失导致未成年人
操作“先用后付”功能的行为和事实
发生，则家长有过错，其应为而不
为，应自行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张翼腾建议，相关行为发生后，
家长仍可依据法律法规或者网购规
则及时采取事后补救措施，如“七天
无理由退货”，及时退货退款以挽回
损失。

此外，家长应管理好自己的手
机并定期查看各类电商平台 App
的支付设置和相关订单。对于因未
成年人使用“先用后付”造成的财产
损失，家长应及时固定证据，向包括
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在内的渠道进
行反映。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
海建议，有关平台企业应采取多种
技术手段，避免未成年用户使用“先
用后付”功能，并设立专门渠道以处
理监护人的投诉和举证，切实履行
经营主体的社会责任。

储朝晖认为要充分发挥家庭教
育的作用，指导家长帮助未成年人
规范消费行为，塑造正确的消费观
和价值观。在学校或社区学堂中开
设“亲子消费课堂”，帮助家庭认识
新型消费场景、辨识消费陷阱、了解
消费维权知识。

据《新华每日电讯》

AI监考发现作弊？花钱能提前查分？
警惕这些涉考诈骗陷阱

电商平台“先用后付”诱导未成年人超前消费

随着高考落
下帷幕，考生和家长们

紧绷的心弦终于得以放
松。然而，在这个关键时
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
们：警惕不法分子精心策
划的一系列涉考诈骗

陷阱。

▲电商平台的“先用
后付”功能

▶“先用后付”开通容
易关闭难

央视节目截图

四岁孩子就能下单、
五岁孩子欠款千元……新
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
现，一些电商平台面向用
户推出“先用后付”“免密
支付”功能，却未及时设置
“防火墙”，导致未成年人
在电商平台上频频“0元下
单”，有的家庭甚至因此背
上债务。

黑猫投诉平台显示，
有未成年人通过“先用后
付”购买商品200件、总金
额8000多元，家长对此毫
不知情，事后，平台拒不取
消订单，并要求补交欠
款。究竟该如何规制未成
年人的“信用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