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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一：到收款账户所在地报案

发现受骗后，留学生们往往情急之下选择向自身所在地的警方报案。
在“两颗红豆网”上遭受诈骗的受害者们却在美国警方那里碰了钉子。由

于受害者并非美国公民，且汇款目的地也不在美国，美国
警方对这样的案件并不具备刑事管辖权。就此，环球律师
事务所的李海峰律师提示，如果发生类似案件，一般由收
款账户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受理；如果金额较大，则应委托
律师报案。这也就意味着，如果骗子提供的账户不在受害
人所处的国家，报案过程将更费周折。

另外，对于此类案件，公安机关的侦查也会面临一些
困难。李海峰律师提到，如果收款账户在国内，多数地方
的公安机关对此类网络诈骗的侦查经验有限；有些情况是
账户虽然在国内，但犯罪人却在国外，还需要国外警方跨
国协助。

对策二：大成本维权不如做好防范

海外留学生遭受网络诈骗后，维权成本比较大。留学
生们首先要顾及自己的学业，维权将耗去他们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即使最后犯罪嫌疑人能够落网，警方从初查到立
案再到办案、判决，也会经历较长的周期。而就受害者们
最关心的受骗金钱能否追回的问题，李海峰律师也提到，
如果能确定犯罪人取得的钱款就是受害者一人所汇，会退
还受害者。但很多时候受害者不只一人，追回的钱款不足
以支付所有受害者，则只可能按比例退还。

与其花费大成本追回损失的利益，不如提高警戒心
理，做好防范，不给网络骗子们可乘之机。由于骗子会通
过广撒网来增加成功的概率，通常会用同样的名称与资料
注册不同的社交网站，这就给了海外留学生们一个识破骗
局的机会。例如在一个网恋诈骗受害者自行组织的 !!群
里，有几位受害人渐渐发现，自己上当受骗的同时，遇到
的骗子其实早已被国内“世纪佳缘网”列入黑名单。

总之，留学生及其家长与朋友们应该意识到自己容易
成为网络诈骗的目标群体，应该更多地关注新闻了解时
事，增强自己的辨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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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网络工

具更好地引入教学

大概是目前全世界

各类教育机构最为

感兴趣的一个话

题。别看英国传统

（精英） 教学文化

深厚，但因为其也

一直强调学术资源

的开放、共享与灵活教学，因此在引进数字化

和网络化方面，英国教育界大概比很多国家都

积极。比如英国开放大学 （OpenUniversity）

是在线学习系统 Moodle的世界第二大用户。

而在刚刚结束的英国预备中学独立协会的年会

上，英国独立学校考试院宣布，计划在未来

10年内，中学升学考试将全部改为电子试卷，

以后进考场可就再不用橡皮、铅笔喽！

我想大概每一个读者，和大多数英国的学

生和家长一样，都会觉得将新科技引入教学是

理所当然的事情。举个最实际的例子吧：在大

多数年轻人都习惯了键盘和触摸屏的时代，期

末考试时忽然让他们用圆珠笔这种“生疏的介

质”写2个小时的答卷，不少学生会抱怨提笔

忘词。另外一个似乎在学生圈里很受欢迎的变

革是大学里的授课方式。随着各种名校网络课

堂及民间网络讲堂的兴起，进课堂这件事似乎

变成了一件天经地义不需课程表的事情，越来

越多的大学开始在每一间教室里安装自动录音

录像设备，老师上完课，课堂影像自动上传到

网上，以便学生按自己的时间、喜好随时随地

下载听取复习。

虽然理论上网络教学的方便这么多，但有

意思的是，我发现其实在实际教学中，即便那

些平板电脑和电子阅读器不离手的学生也并非

对网络化完全买账。比如，同一门课，如果不

对学生出勤率做任何要求，而是向学生提供全

部课堂录像，提供全自主的学习方式，那么最

后学生的学习成绩和学习体验满意程度可能都

比传统教学模式低。同理，如果综合阅读材料

只提供电子版，方便学生随时随地下载，而不提供传统纸质装订合

集，期末也会有很多学生抱怨实际阅读量低，学不到东西。这个和我

们一般观念相矛盾的现象很有趣，而且听很多同事说，也算是个普遍

现象，似乎不只是因为个别学生自我管理能力欠缺这么简单。

我问学生为什么对在线教学不买账。他们说，因为不少学生觉得

既然课堂上的东西会在事后公开在网上，似乎就没有必要来参加课堂

讨论，缺少了很多同学之间互动的机会。当学习变成了只和自己有关

的私事时，就少了很多刺激与趣味。确实，别看学生对安排小组调研和

集体报告等综合作业的课程起初会发怵，觉得有难度，但如果“强制”他

们组成小组，要求在规定时间内合力解决问题，并给予适当指导的话，

每每作业大功告成之后，很多学生反而津津乐道于这些合作经历。

这让我想起最近《福布斯》杂志中一篇题为“在线教学才是下一

个泡沫”的评论文章来。文章以美国常青藤大学学费持续飙升为例，

指出传统大学人气不减，尤其好大学能提供优秀的人际交往圈，其优

势仍不可取代。虽然我并不完全同意这篇文

章的观点，觉得网络教学还大有潜力可挖，

但这倒也体现出校园学习的精髓来：其实校

园给学生提供的最重要的，并不是知

识本身，而是一种学习氛围，或者说

是一种有利于知识增长的生

态环境。

（寄自英国）

虚拟空间多陷阱 遥远距离无障碍

瞒天过海———

玩哪些花招？

在全球网络互联的今天，网络的隐秘性和广覆盖性让骗子

们将手伸得更远。随着我国留学生数量日益增长，国内一些网

络骗子利用其情感寂寞、涉世未深和经常与国内亲友上网联络

等特点，越来越多地把行骗目标瞄准这一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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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招一：盗取号码骗亲友

目前最常见于国内网络的行骗方式，是骗子们盗取留学生的 !!、
"#$%&等社交网络账号，冒充学生本人与其家人、好友联络，以缺少生活
费、补交学费、帮朋友治病等借口，骗取身在国内的家长和朋友们的钱
财。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骗子们的花招有所升级，他们会抓住留学生常常
寻找打工机会、租房信息、二手车交易信息的特点，在网络上散布这方面
的虚假信息并与留学生进行视频聊天交流，然后再用录制好的被盗号留学
生本人的视频骗取亲朋的信任。

花招二：情财诱惑骗本人

海外留学花费较高，“省钱”和“赚钱”常常是留学生心中的两件大
事。骗子们往往会自称某公司招聘、销售或投资等部门负责人，或是提示
留学生中大奖、中彩票的“好消息”，或者是声称能够为留学生提供更好
的省钱、赚钱的渠道。

由于多数人对“天上掉馅饼”心存戒备，骗子们也学会了一套先骗信
任再骗钱的演绎手法。留学生普遍到了婚恋年龄，又不太容易在国外找到
相同文化圈的恋爱对象，这为骗子们制造了机会。在美国留学的一位女同
学便是一个例子。已在国内工作了几年的她 !年前决定出国继续求学。赴
美 "年后，由于年龄关系，家人常常催促她赶紧结婚。她在一北美著名华
人婚恋网站注册后，很快找到一位“有缘人”，那位男士自称在香港某公
司事业有成，对女士又温柔体贴。抱着感情与信任，这位女留学生相继向
他负责的投资项目中投入了约 "#万美元，等到这位男士突然从网络上消
失后，她才醒悟到这是一场骗局。

花招三：演绎逼真骗感情

网络骗子们编造的故事和演绎的情节都力求详细逼真，诱骗的过程不
再只是紧扣“钱”这一主题，而是会增加很多真实的感性材料。在美国留
学的一位博士后，几个月前刚刚经历了一场网恋诈骗，回忆起受骗细节，
他说：“我是做科学的，很注重细节。她 （骗子） 说她父母都在浙江丽
水，父亲做木材加工，母亲是家庭妇女还有糖尿病，自己还有一个妹妹，
说的细节很多，也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我感觉那些细节有可能是真实
的。”这样，他不知不觉就落入网络骗局之中。

'()*年 (月，顾维钧（+,,,—-.,/年） 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和国际
外交。

当时正赶上清政府派五大臣到西方考察来到美国。作为纽约中国学生联谊会主
席，顾维钧参加了欢迎考察团的活动，还陪同五大臣参观了哥伦比亚大学。可以
说，顾维钧一登上历史舞台，就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了联系。

那时，哥伦比亚大学有一支由世界各地著名学者组成的教师队伍，比如研究宪
法的伯吉斯、研究行政法的古德诺、研究国际法和外交学的穆尔、研究历史的比尔
德、研究经济学的塞利格曼……这些名家的课，顾维钧都选过。

不过，顾维钧不是书呆子，他经常参加法学社主办的讲演和辩论比赛，还进了
《旁观者》编辑部，从副编辑干起，四年级时当上了总编辑。“虽然 《旁观者》的
工作很艰巨，但这段经历是很有益的。”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它大大有助于我提
高写作能力和密切与同学的关系。”

后来顾维钧还担任《哥伦比亚月刊》业务经理和《哥伦比亚人》编辑，参加法
语学会等，真可谓精力过人、能力过人。
“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在交往中是从来不考虑种族区分的，我和各种族的学生

都交朋友。”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说，受益于此，他在三年级被全体学生和教师选入
学生代表委员会，负责与学校当局打交道。

'.01年，顾维钧收到通知，说他已经读完了规定的 '23 个学分，有资格毕业

了。顾维钧却找到注册主任，说不想毕业。“由于我担任了好几个职务，比如我十
分乐意干的《旁观者》的编辑工作、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等。”他如此解释。

后来注册主任给顾维钧出主意，可以拒交 24美元的毕业费，然后就把他的名
字去掉，并在报告中说明，顾维钧没有达到毕业的全部要求。

-.0.年，顾维钧注册为法学院学生，同时是政治系的研究生，并攻读了文学
硕士学位。之后两年，他学了法学院除有关司法程序之外的所有学科。

顾维钧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指导教授穆尔认为
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题目，还很少有人论述。

辛亥革命前后是顾维钧最忙的时节，一方面在图书馆翻阅各种资料，为论文做
准备，一方面准备哲学博士的口试。-.-5年 2月，顾维钧收到一封公函，邀请他
去拜访民国驻美外交代表张荫棠。过了几天，顾维钧利用周末前往。张荫棠说收到
总统袁世凯的秘书长发来的电报，邀请顾维钧去袁世凯的办公室当英文秘书。

这让顾维钧大吃一惊，他对张荫棠说：“我对这个建议受宠若惊，但我不能离
开美国，因为我正在为博士学位做准备……在哥伦比亚一劳永逸地完成学业要重要
得多。”（《顾维钧回忆录缩编》）

张荫棠说不动顾维钧，穆尔能。他说，读博士是为了担任公职，为国家服务，
现在有非常好的机会，不能拒绝。顾维钧还是担心学业。穆尔说，口试嘛，哪天举
行都行，至于论文，你的引言部分不是搞定了吗？我看了看，足够当论文了。其他
不足的地方，回国路上写，寄回来就成。就这样，顾维钧“被毕业”了。

面对网骗———

留学生咋办？

网络诈骗案件在海外多发，留学生们当然不能坐以待毙。

网络骗子骗财之后莫不以“消失”告终，受害人不久就会发现

自己上当受骗。身在海外的留学生们发现受骗后该怎么处理？

又如何进行网络安全防范呢？

网络骗子

顾维钧：

一心求学却“被毕业”
熊 建

寂寞学子如何鉴别
高颂雅

一桌一椅一世界

骗子画像

专家支招

相关链接：

网络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互联网采用虚拟事

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2000年 12月 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

《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规定为了保护个人、法人和其他组

织的人身、财产等合法权利，对利用互联网进行盗窃、诈骗、敲诈勒

索，达到诈骗罪标准的行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