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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一种新的诈骗手段出现

骗你，以注销校园贷的名义

骗子声称可以帮人注销校园
贷。很多人此前未接触过互联网贷
款，却因为同一个理由被骗——— 害
怕背上校园贷。

有人刚刚还清助学贷款，又背
上了5.2万元债务。有金融平台提
醒：凡自称网贷平台客服要求提现
转账的都是骗子。

一名受骗者感叹：“没想到躲过
了网贷、躲过了传销，还是没能躲过
这场骗局。”

冒充央行征信系统

事后，李芳只记得这个
162开头的电话接通后，对方
不仅能报出她的个人信息，而
且知道她在互联网金融平台
的详细账户信息。

作为一名即将毕业的大
学生，李芳并没有用过太多金
融产品。她只有一张信用卡，
偶尔会使用支付宝平台的“借
呗”。那个诈骗电话里，对方
言之凿凿对她说：“你的借呗
开通时间是在2015年某时
段，当时属于学生账户，现在
你快毕业了，再用就算是校园
贷。”平时李芳曾在网上看到
过学生因校园贷负债累累的
新闻，她听了对方的说法，感
到害怕。

对方“安慰”她不用担心，
只要及时注销账户，就不会惹
上麻烦。而要注销这个所谓
的“校园贷”账户，需要把金融
平台的额度“花掉”。

“花掉”的方法是根据他
们的QQ语音提示，将“额度”
用完，将款项汇至他们提供的

“对公账户”上。他们还向李
芳保证，会在后台帮助她“注
销”，并在当天下午4点将这笔
钱返还到她的账户，只需“走
个流水”就行。

李芳在对方的催促下加
了QQ。QQ名写着“京东金
融注销客服”，对方一通过她
的申请，立刻发来一份“中国
银监会、教育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授权委托文件和身
份证、工作证、营业执照。这
份实际上是伪造的“授权委托
文件”里写着，此举是为“加大
整治力度，杜绝网贷机构发生
高利放贷、暴力催收等严重危
害大学生安全的行为”。

对方首先怂恿李芳下载
并登录“京东金融”APP，要求
她将自己的额度截图发来，但
不知什么原因，李芳无法从上
面借贷。对方很快换了套说
法，又督促她先将支付宝“借
呗”上的额度“注销”。

因用过几次“借呗”，且信
用良好，李芳在“借呗”上能借
款的额度并不低，在7.1万元
左右。她听从对方指示，借出
这笔钱，然后转到对方指定的

“对公账户”。
对方立刻给她发来一张

“支付宝收款信息”截图，其中
“收款理由”写着“注销学生贷
额度，领取清空关闭通道”。
账单分类是“注销认证资金，
无需本人偿还”。

紧跟其后的，是一张假冒
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学生贷查询结果的截图。截
图背景与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背景极为相似，以一个表格列
出“学生网贷查询”条目，详细
地列出了她的姓名、就读大
学、注册身份证号和账号
状态。

截图中，用红字标出的
“征信安全系数”和“待处理平
台”颇为醒目。李芳看到自己
的“ 征 信 安 全 系 数 ”是

“80.9%”，前面有一个红色的
上升小箭头。“待处理平台”条
目下用红字列出了“京东”“借

呗”“微博钱包”“美团”“安逸
花”“微粒贷”“小米贷款”“滴
滴出行”，前两项显示“已处
理”，后几项显示“处理中”或

“未处理”。
对方给她发送了一张带

有红色惊叹号的“抱歉，无法
注销”的截图，语气严肃地告
诉她，注销失败是因为，“还存
在其他学生账户、学生账户授
权额度未清空”。

于是在骗子的指引下，她
又打开“微粒贷”“微博钱包”，
下载“美团”和“小米金融”
APP，在骗子的指引下，分别
贷款1.8万元、9800元、8500
元和7500元。

每当她从一个金融平台
贷款转到骗子的账户上，对方
就会立即发送另一张“注销失
败”截图，但下方的理由并不
相同———“支付宝还存在学生
账户信息”“微博还存在学生
账户信息”。总是有新的金融
平台出现，她的账户似乎永远
销不了。

其实，中国人民银行征信
中心官网提示用户：“中国人
民银行征信中心不会以邮件
或者电话方式向信息主体告
知涉及贷款、金钱或者其被纳
入黑名单的信息，请信息主体
提高警惕，以防上当受骗。”

但受骗者们往往是意识
到受骗后，才第一次登录中国
人民银行网站查看个人征信
记录。

进行到最后一项“注销”
时，对方让她下载“滴滴出
行”，但她因网速原因迟迟未
能下载成功，对方才挂断了她
的电话。此后，她跟同学聊起
这件事，同学提醒她可能被骗
了，她如梦初醒，去报了警。

让受骗者感到恐惧的
还有信息泄露

这种诈骗方式早在2019
年年初已冒头。江苏、深圳、
泉州等地警方均发布过预警
信息。

李芳在微博上搜索“注销
学生贷”这一话题，加入了一
个由同类受骗者组成的微博
群。据一名较早入群者统计，
愿意提供信息者至少有473
人，被骗金额总值达1800万
元，其中最早报案时间可追溯
到2019年2月，个人被骗金额
最高达59万元。

京东金融客服系统自动
提示，“我司从未有校园贷业
务。在此提醒您，不要轻信不
明人员向您提出的线下转款
要求，不要相信电信诈骗”。
该公司相关人士介绍，京东金
融并无“注销组”及工作人员，
也“不会以‘注销贷款’‘贷款
注销组’等名义联系用户，引
导用户申请金条借款并向他
人转账”。

美团金融一位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在了解了此类电信
诈骗情况后，他们对客户被电
信诈骗风险实时判断，发现高
危用户，会对其进行电话核
实，避免客户被骗；同时，增加
了延迟放款功能，针对潜在被
诈骗客户延后放款，给客户一

个反应时间。
小米金融发布信息提醒，

“从网贷平台提取的资金属于
信用消费贷款，为自己名下的
负债，凡自称网贷平台客服、
要求提现转账的都是骗子”。

“校园贷”一词，对许多受
骗者来说并不陌生。2017年
9月6日，多部门明确取缔校园
贷款业务，“任何网络贷款机
构都不允许向在校大学生发
放贷款”。

令这些受骗者感到恐惧
的，还有信息泄露。不少人告
诉记者，在接到电话后，即使
他们将信将疑，但当对方能准
确报出他们的身份信息时，他
们还是不由得相信自己的身
份信息被盗用，进入“圈套”。

一些诈骗者在电话里能
清晰报出他们入学时间、在某
个金融平台的注册时间，甚至
在某个购物平台最新下的
订单。

有人告诉那些“注销专
员”，自己从未在这些互联网
金融平台上面注册过，但对方
肯定地说：“你应该是在学生
时期信息发生泄露，也有可能
你的老师或同学冒用了信息
注册”。

“我就是怕有人真的用了
我的信息去注册了校园贷，所
以才会在骗子把我身份证号
码和就读院校班级、甚至在校
期间的课程说出来后，信了
他。”回忆起自己被骗的过程，
王明（化名）说。

今年3月，他接到声称他
存在校园贷账户的诈骗电话
时，还半信半疑，“注册账号难
道都不需要我本人核实的吗？
随随便便怎么就可以开通账
号呢？”

对方并没有直接回应他
的质疑，而是准确地说出他此
前就读的学校、学院和班级，
还知道他3年前上过的一门公
共课程，并称这些信息是某些
校园贷平台当年在学校推广
时了解到，并以此注册了校园
贷账户。

林艺（化名）在被骗转账
时，对方对她有几张银行卡了
如指掌。为防止受到银行卡
每日转账限额的制约，对方要
求她将汇款拆成每笔5000元
以下，分别用不同银行卡汇
出。当她表示自己没有更多
的银行卡可用时，对方还会提
醒她：“你不是还有××行的卡
吗？”

真正惊醒她的是一通来
自“微粒贷”的客服电话，提醒
她确认是否为本人操作，这时
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
骗局。

被骗了约4万元的张福
（化名）记得，报案后好几天自
己都在“发蒙”，“以为我是个
例，时运不济才上当的”。直
到看到微信朋友圈中也有同
学发状态，说接到过这样的诈
骗电话，她才意识到，这并不
是自己一个人的遭遇。“看回
复绝对不止20人接到电话。”

曾于今年2月捣毁过一个
“注销校园贷账户”诈骗窝点
的福建某地警方告诉记者，在
他们的调查中，这些电信诈骗

者获得信息的方式主要有两
种。“一种是网上一些黑客，会
专门攻击校园网站。因为我
们现在的校园网站基本上都
比较薄弱，很容易就会被黑客
侵入，然后他们（诈骗者）会找
到黑客拿到这些学生的个人
信息。另一种就是去找专门
出售这些信息的贩子购买。”

从不说“贷款”，
只是反复强调“额度”

操作过程中，电话那头不
断传来的催促声、精心设计的

“话术”，也让很多人措手
不及。

一位受骗者曾在“注销客
服”打来第一通电话时质疑
过，问“可不可以打个电话去
核实下”。对方告诉她“时间
有限，给你10分钟核实”。她
当时有些慌神，拨打了京东金
融官方客服电话，却无法快速
转入人工客服。没过3分钟，
对方已经打来电话，语气强
硬：“你要不要办，不办你等着
吧，过几天去查自己的征信，
到时候会显示你有一个校园
贷账户。”

另一名受骗者中途提出
想“停下”时，对方自称是“一
级客服”，感到她的事情“很难
弄”，并叫来了一个“经理”提
供“更高级的服务”。当她觉
得“太麻烦”，反复说自己“不
想再弄”时，对方坚持叫来一
名“IT总监”与她对接，3人轮
流和她聊天。对方还警告她

“盲目挂断电话，系统检测会
断定您是默认不注销账户”。
当她顺从时，对方一直“好心”
提醒她千万不要网贷，如果影
响征信，毕业后工作买房都会
很麻烦。

受骗者刘云（化名）总结，
对方的话术很巧妙，从不说

“贷款”，只是反复强调“额
度”。在对方指示下，她将小
米金融里的1.2万元转出，对
方提醒她查看自己的App，称

“你的一二零零零额度”已经
降为零。在她告诉对方“借
呗”里有4万元额度时，对方似
乎毫不关心，只是强调“您的
额度四零零零零”需要“清
空”。

李芳报警后，警察告诉
她，追查到的那个162开头的
手机号定位可能在中缅边境，
她转入对方银行卡的金额也
被迅速地转走，不知去向。

她只能求助家人，帮她将
几个金融平台的贷款还清。

刘云至今仍不敢告诉母
亲自己被骗的事实，刚刚还清
助学贷款的她又背上了5.2万
元债务。

报案当天，她先给支付宝
客服打电话，在提供立案证明
后，申请到了延期6个月还款。
小米金融客服告诉她“结清以
后可以凭借立案证明等申请
免息”，但她现在无力及时还
清，只能打一些零工来弥补资
金缺口。

一名受骗者感叹：“没想
到躲过了网贷、躲过了传销，
还是没能躲过这场骗局。”

据《中国青年报》

李芳提供的聊天截图。

对校园贷避之唯恐不及的大学
生李芳（化名），还是掉入一个贷款
陷阱之中。

5月9日上午，她接到一个陌生
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自称是“京东金
融注销客服”，称“国家禁止校园贷，
已申请的贷款账户需要注销”，要求
她按照指示，注销自己的“校园贷账
户”。

她此前了解过校园贷引发的争
议，也曾小心翼翼地试图躲过校园
贷，但这位致电者听起来有一定的
可信度：能明确报出她的个人信息，
并警告“可能有人冒用她的信息申
请过校园贷”。

接下来3个小时内，她按照对方
的指示，从4个互联网金融平台贷出
了约11万元，转到对方给出的银行
卡账户上。对方说此举是为了帮她

“清空额度”。
意识到受骗后，她报了警，但再

也打不通对方电话。
在一个微博群里，反映有同类

遭遇的受骗者有800多人，所处地
域包括北京、上海、山东、河南等地，
涉案金额从几千元到几十万元不
等。其中有未毕业的大学生，也有
工作4年的上班族。很多人此前未
接触过互联网贷款，却因为同一个
理由被骗——— 害怕背上校园贷。

3月28日，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
管理中心在其官网发布了“2020年
第1号预警”，称近日出现一种“新的
诈骗手段”，骗子声称“十九大以来
政策发生变化，已申请的贷款账户
需要注销，需要按照程序进行操作，
否则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全国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提醒，“务必提高警
惕，避免上当受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