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安全教育
                —财产安全



财产安全—关于盗窃

      夫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
                                                                         

——《孟子.万章》

 

盗窃：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公
私财产或者多次盗窃公私周旋的行为。



• 数额标准：2013年4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共15条，于2013年4月4日起施

行。

• 1、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1000元

―3000元以上的，为“数额较大”。

• 2、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万元至10
万元以上的，为“数额巨大”。

• 3、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30万元至

50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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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第264条规定：

盗窃公私财物，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处3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

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

收财产：

  （1）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

  （2）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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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发生盗窃的场所

   1、我们的小窝——宿舍
   2、食堂、图书馆、体育场（馆）、教室、
机房和实验室。
   3、虚拟物品的盗窃，主要发生在计算机互
联网特殊环境中。



容易发生失窃的时间规律

1、早上起来洗漱时

2、白天上课或晚上自修期间

3、晚上睡觉时因各种原因未锁门时，更容易让小偷有

机可乘，人室盗窃

4、新生刚入校时

5、新学期开学初、临近放假的学期末

6、假期中



学生宿舍常见的盗窃方式

1．顺手牵羊。趁学生宿舍没人、或物主短暂离
开、临时外出、粗心大意或注意力不集中时，
顺手拿走他人的笔记本电脑、手机、钱包、
MP3

等贵重物品。 
 



2．溜门盗窃。在学生宿舍中，往往一间寝室

住四、五个学生，有的是不同系，不同班的

混合寝室，常常出现不锁门窃贼入室的现

象；还有的学生对自己的贵重物品和随身物

品保管不严，随意搁置，往往给趁虚而入者

以可趁之机。



3．暴力破门。学生宿舍中有一些宿舍门锁质量

较差，使用一段时间后只能勉强锁住门，很不

牢固，用力一撞或一踢，门就能打开，窃贼利

用这点，破门而入实施盗窃。

    



4．偷配钥匙。有些窃贼作案前有预谋地偷配

了钥匙，然后寻找机会，开门入室盗窃。



5.外员留宿。一些同学违反学校相关规定，擅

自带老乡、以前的同学等留宿在宿舍，在自己

和宿舍同学去上课时，放心地将钥匙交给他们，

留宿人员在宿舍内进行盗窃作案。 



6.垂钓盗窃。普通的钓鱼竿“嫁接”上钩子
或吸

块，就成了盗窃工具。



学生宿舍的防盗工作

（一）宿舍内发生盗窃案的处理

　 1、保护现场

　 2、第一时间报保卫处

　 3、做好事后补救工作

　 4、如实回答问题

（二）学生宿舍内发现窃贼的处理

   1、要保持一定的警惕性

   2、要依靠同学的集体力量

   3、要保持镇定，以正压邪

   4、要随机应变



四、盗窃案件预防
   不要用书包占座，就餐
时，书包、手机、笔记本电
脑等贵重物品尽量放在视线
可及的地方。
    



  在教室午睡、去
厕所或外出打电话
时，应携带重要物
品在身上或找同学
帮忙看管。



运动场所手机、
钱包被盗

防范对策：把手机和钱包集中
放，找专人看管。









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用虚构事实
或隐瞒真相方法骗取
款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的行为。由于它一般
不使用暴力，而是在
一派平静甚至"愉快"
的气氛下进行的，受
害者往往会上当。

财产安全—关于诈骗



    处罚：根据《刑法》第266条规定，诈

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

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一）就业、兼职诈骗

      就业诈骗——有部分同学在毕业或想
利用课余时间打工赚钱被骗。
在2011年某高校10级一刚入学大一学生听信“小
广告”去应聘“男性”公关，被骗3000元。

在2010年4月份时，某高校07级毕业生在找工作
时在不同时间段，被同一家公司骗取多名学生押
金上千元。

2010年6月27日，何南商丘某学院的两名女大学
生，暑假通过中介公司找工作时，被骗至夏邑县
一家音乐广场“上班”。当两人到地方才发现，
所谓的露天广场变成了狭小的歌厅包间；工作也
不再是“放放碟子倒倒水”，而是“坐台陪唱”。
发现上当，两人要求离开时，已没有了人身自由。 
6月30日，其中一名女大学生趁机逃出夏邑县后，
迅速报警并向记者站求助。记者连夜冒雨驱车赶
往夏邑县，与该县警方一起将被困的另一名女大
学生解救出来。

一、常见诈骗类型



• 白忙一场型----一些学生被个人或流动服务的公
司雇佣，讲好以月领取工资，但雇主随便找个
借口拖延一下，拖到学生开学时，就消失的无
影无踪。

• 先付押金型----这类骗局通常在招工称有文秘、
打字、公关等轻松、体面的工作，求职者只需
交纳一定的保证金即可上班，但学生付钱后，
招聘暂时已满，要学生听候消息，接下来便石
沉大海。

• 临时工型---以抄写数据信息招聘学生，一天抄
写几百份单据，再以出错为由辞退，骗取学生
的押金。

• 直销、传销型---学生本来以销售人员名义来应
聘，但到公司后却被连哄带骗先买下一些货品，
然后公司再让应聘者如法炮制再哄骗他人，并
用高回扣作诱饵，一旦上当，往往是学生白搭
一笔钱。



视频观看：
就业陷阱

何其多!

就业陷阱何其多.flv


  （二）编造学生在学校受到意外伤害，
对学生家长实施诈骗。

在犯罪分子获取学生家庭的信息后，利
用家长对子女的担心，按指定的账号汇
钱。

案例---2010年云南红河洲一名在南京上
学的女生因手机被盗，被犯罪分子在手
机上获取家里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告知
家里，孩子被车撞，现正在医院抢救，
“他是孩子的老师”请家长按指定账号
汇款8万元，否则孩子有生命危险，家
长接到电话后，心急火燎到到银行及时
把钱汇出，在放心不下的情况下，由风
尘仆仆地赶到南京，到学校后女儿安然
无恙，方才知道被诈骗。



 （三）电话短信诈骗
• 1、“您的朋友13×××××××××为您点播了

一首××歌曲，以此表达他的思念和祝福，请你拨
打9××××收听”。

     ———回电话听歌可能会造成高额话费。

• 2、屡次听到铃声，一接电话又挂。按照号码回拨，
对方的录音提示：“欢迎致电香港六合彩……香港
中心为广大彩民爱好者提供信息，透露特码。联系
电话1395983××××。”

      ———以非法“六合彩”招揽客人，而回电话可
能既损失话费又容易上当。

• 3、“××，我现在在外出差，手机马上快没钱了，
麻烦帮我买张充值卡，再用短信告知卡号和密码。”

      ———该机已被盗，现持机人用盗得的手机发送
短信给手机通讯录内的联系人，骗取对方话费。



• 4、“你好，移动通信公司现在将对您的手机进行线路
检测，请您暂时关闭手机三个小时。”

    ———因某种原因泄漏了家庭电话号码，行骗者
可能在你关机的时候以“要求汇款”等事由诈骗
你的家人或朋友。

• 5、“我是×公司的工程师，现在将对你的手机进
行检查，为配合检查，请按#90或90#。”

   ———若按指示进行按键，SIM卡卡号可能被骗
取，行骗者利用该卡肆无忌惮地打电话。

• 6、收到开头为0941或0951的未接来电，一回拨
即收费500元。

    ———利用0941、0951加值型的付费电话行骗。

• 7、“我是××省公证处公证员××，恭喜你的号
码在××抽奖活动中中奖了，奖品是小轿车一部，
价值8.8万元，请你带着本人身份证和750元手续
费去××处领奖。”

   ———利用人们的贪利心理设计“巨奖陷阱”。 



（四）“掉地捡”诈骗

       道具：一张真币包着一捆假币、假金项链等“财物” 。嫌
犯通常有2至3个人，有时也会男女搭档行骗，他们事先掉下“财
物”设好陷阱，等有人捡起“财物”，便上前提出见者有份，要
与受害人平分财物，然后再伺机诈骗受害人的钱财。

视频观看：
捡钱分钱

就业陷阱何其多.flv


（五）银行卡诈骗

   1、制造“吞卡”假象 

         不法分子在ATM机出钞口上安装挡板，让客户在ATM机上支取的现钞

无法吐出，待客户离开现场后，再用事先准备好的特殊工具将客户欲取的现

金钩出。与此手法相似的有，在ATM机插卡口处安装外接“吞卡”装置，然

后再安装摄像头窥视客户的密码。这样，一旦用户取款失败离开后，不法分

子会趁机取出用户被吞的银行卡。

 

         防范：一旦ATM机出现“吞卡”、取款不吐钞或发生系统故障，不要

急于离开自助设备和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号码，应在现场拨打银行客服电话

进行求助。

视频观看：
ATM机诈骗

就业陷阱何其多.flv


  2、调包盗取银行卡 

         趁客户在ATM机上查询或取款时，不法分子利用拍肩等手段转移客户

注意力后，迅速将卡取出，将事先准备的伪卡插入，造成卡已退出假象，然

后以急着取钱为由催促客户离开，最终盗取客户存款。 

         防范：在ATM机等银行自助设备交易中，如有人故意以各种理由靠近，

或制造事端分散客户的注意力时，应要求其与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输入

密码过程中，最好以另一只手遮掩输入密码的手指。交易完成后，应核实取

回的银行卡确属您本人所有。



ATM掉包四手法

 一是拍肩法，即由一嫌疑人拍事主的肩膀
趁事主转头时由其他同伙插假卡掉包，当
事主回看拍肩者时，嫌疑人便以自己认错
人等理由搪塞离开；

 二是掉钱法，即由一嫌疑人将一张10元或
20元的钱币故意丢在事主身边，然后故意
提醒事主以分散其注意力随后由同伙趁机
掉包；

 三是问路法，即由一嫌疑人故意上前向事
主问路，在事主扭头回答时，由其同伙掉
包换卡；

 四是持卡询问法，即由一嫌疑人拿一张银
联卡上前问事主该卡是否可以在柜台机上
用，为彻底转移事主注意，嫌疑人还通常
拉扯事主。一旦事主转身回答，另一同伙
则掉包换卡。

    



   3、暗处摄像盗取密码 

         不法分子事先将一个设计好的、体积很小的盒子，套在有ATM自动取

款机的银行门口的刷卡器上，持卡人去刷卡时，盒子上的液晶屏提示“请输

入密码”，如果持卡人按要求输入密码，该盒子就会记录银行卡的卡号及密

码。 

  

        防范：通过自助银行门禁系统时根本不需要输入密码。如遇要求输入密

码方可进入时，应及时报警。在使用自助设备前，应先观察自助设备上有无

可疑的附加装置，如有疑问，请及时拨打银行的客户服务电话查证。 



          犯罪分子另外加上去
的，可以完全复制卡的
所有信息 

广告盒侧面有摄像头



    看到左侧的广告盒了吗？
感觉有什么不对劲？ 

 看到这个了吗？犯罪分子加上去的，
可以完全复制卡的所有信息 



正对着屏幕和键盘，可以把密码等
等拍摄得一清二楚，然后通过内
置的天线发送到罪犯的接收器 

 最后来看一下内部构造。成本
低廉哪！不过据说那天线的
有效辐射范围超过200米。 



（六）其他诈骗

  1、老乡会诈骗——很多人来大学之前可能听说，大学里老乡关
系很重要。但是，我告诉大家，我校的这种风气不是很浓。学校
是不允许成立老乡会的！到大学后，有的人以老乡的名义，来找
你借钱，要你交钱请老乡吃饭或交“会费”等，请你提高警惕，
以免上当。

  2、以恋爱为名进行诈骗。

  3、新生刚报到时，冒充学校工作人员诈骗学生。——冒充学校
工作人员代缴学费，代收住宿费等等。

  4、装成学生模样到学校宿舍推销。——向学生推销以次充好的
商品、推销时顺手牵羊、在购买过程中以假钞换真钞等。



（四）高校诈骗案件的防范措施

• 1、保持健康心态，树立防骗意识 

• ⑴不贪私利，不图虚荣 

• ⑵知心知彼，心明眼亮 

• 2、克服主观感觉，避免以貌取人 



诈骗禁示语
同学们！

不为骗子的花言巧语
所蒙蔽
自己的投机心理被利
用 
莫贪小便宜
天上不会掉馅饼
遇事多征求别人意见
凡事三思而后行



二、诈骗预防及处理
同学们：

不为骗子的花言巧语所蒙
蔽
自己的投机心理被利用 
莫贪小便宜
天上不会掉馅饼
遇事多征求别人意见
“求证”心理
凡事三思而后行



   诈骗后处理：

1、在校内诈骗，及时告知辅导员和学

校保卫部门：在社会上被诈骗，要

及时告知公安部门

2、要克服不愿报案的思想

3、发现受骗后，要注意保留相关证据，

积极协助公安机关破案，最大限度

挽回损失



   大学抢劫案件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
大学生为侵害目标，使用暴力，胁迫或其
它的方法强行劫取财物的行为。 

财产安全—关于抢劫



（二）大学抢劫、抢夺案件的特点

• 1、时间上的规律性 

• 2、地点上的隐蔽性 

• 3、目标上的选择性 

• 4、人员上的团伙性 

• 5、手段上的多样性 



（三）大学抢劫案件的预防措施

• 预防抢劫案件的发生，要从思想上引起高度的重视，严格
遵守学校制定的有关安全规定，并自觉落实到具体的行动
中，不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 1、校纪校规要记牢 

• 2、外出结伴不独行 

• 3、仪表风度不装酷 

• 4、携带现金不要多 

• 5、偏僻小道不能走 

• 6、校外网吧要少进 



（四）遭遇抢劫案件的应对措施

• 1、沉着冷静不恐慌 

• 2、力量悬殊不蛮干 

• 3、快速撤离不犹豫 

• 4、巧妙周旋不畏缩 

• 5、留下印记不放过 

• 6、大声呼救不胆怯 



3、在防范上关注所处周围环境

• 性侵害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行为，犯罪分子
往往注重作案环境的选择以求作案的 “成功率”，
减少作案风险，所以女大学生对自己的生活、居
住环境要加倍关注。晚上尽量不要外出，有事外
出也要尽早回来，夜晚外出或在校内行走最好结
伴而行，行走时要选择行人较多，路灯较亮的明
亮道路行走，经过树林、建筑工地、废旧房屋、
桥梁涵洞等处时要特别小心。在学校公寓就寝时，
要避免独处，特别是节假日期间，晚上睡觉时要
关好门窗，拉上窗帘。



4、在观察中谨慎结交新朋友 

• 根据调查表明，有63%的性侵害是发生在相互认
识的熟人中间。因此，女大学生在与同学、老乡
及朋友(网友)的交往过程中要注意对方交往的目的，
留意对方日常言行中表现出来的人品、道德修养。
如发现对方时常有过分亲昵、挑逗等预兆性言行
时，要及时果断地终止来往。在与朋友交往中时
刻应注意观察和提醒自己，不要轻信好话，不要
单独跟新朋友去陌生的地方；控制感情，不要在
交往中表现轻浮；控制约会环境，不要到偏僻人
少的地方；不要过量饮酒，不接受超过一般的馈
赠；对过分的言行持反对态度等。 



5、有选择地适当参加社会活动 

• 女大学生应慎重参加如家教类的活动，即使要参
加也要通过学校及有关部门去联系，切忌自己通
过小广告或者自行推荐去选择服务对象。在参加
之前，要将家教对象的基本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
不要只图报酬高，嫌手续烦琐而贸然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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