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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广网消息（记者李欣）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

声《新闻纵横》报道，6月7日，2021年高考将正式拉开帷幕，

在广大考生走进考场之际，一些不法分子也动起了“歪脑

筋”：散布虚假信息，误导考生和公众，甚至实施诈骗。为此，

教育部5日发布了高考防骗预警，联合中央网信办、公安部

等部门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出现的一些诈骗案例和虚假信息，

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受骗。

提醒一：警惕网络诈骗
莫购“高考答案”

高考前，网上就会出现一些所谓的“高考答案”，有人

便以“出售高考试卷答案”为名，骗取考生和家长钱财。

教育部提醒，高考试题属于国家绝密级材料，其保管和运

送都有极其严格的管理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

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为实施考试作弊行

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试题、答案的”属于违法行

为。考生及家长不要心存侥幸，购买所谓“高考绝密答

案”。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副司长李强提醒：“在国家教育

考试中组织考试作弊，是触犯刑法的违法犯罪行为。请

广大考生一定要提高法律意识，了解法律规定，自觉遵法

守法，诚信考试。”

提醒二：考前编发“占坑帖”
考后宣传“押中题”

考前，一些社会培训机构往往通过网站论坛、QQ空

间或自媒体建立标题栏，发布空白内容的“占坑帖”并隐

藏，考后再将从网上获得的试题内容等重新编辑到“占坑

帖”中，以此制造考前获得试题或“押中真题”的假象，并

作为噱头进行培训辅导宣传。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这类“占坑帖”时常发生。他们

通过掌握管理员的权限，制造考前能获得试题或者“押中

真题”的假象，以此蒙蔽考生。其背后目的就是实施诈

骗，谋取利益。高考试题试卷属于国家绝密级材料，提醒

广大考生，切勿轻信这类虚假宣传。

提醒三：考试作弊断前程，侥幸心理不可有
近几年，作弊器材从仿形橡皮、直尺作弊器材到低频

隐形耳机，再到调频手表，随着高考的到来，一些不法分

子在网络上兜售作弊器材，宣称只花千元就能轻松考过，

诱导考生作弊。

教育部提醒，在高考中非法制售和使用无线考试作

弊器材属于违法犯罪行为。相关部门提醒考生，高考作

弊轻则取消成绩，重则违法犯罪。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

局副局长李彤表示：“2021年以来，公安机关侦破涉考刑

事案件2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5名。公安机关将加大

工作力度，一旦发现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等危害高考安全

的犯罪线索，立即开展调查侦查。”

提醒四：替考代考入刑定罪
恪守诚信警钟长鸣

随着高考的到来，网上开始出现所谓的“替考”“枪

手”等广告信息。这类信息声称“有门路”，可以找到大学

生或者往届生来替考，需要提前支付“保证金”，成绩出来

后再按照“协议”支付款项等。

教育部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

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代替他人或者让他

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

李强介绍，“情节严重”行为，将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李强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明确规定，在高考中组织考试作弊的，将直接认

定为‘情节严重’。”

提醒五：高考招生有章法
“渠道”上学不可能

高考成绩公布前，一些不法分子谎称手中掌握高校

“内部指标”“机动计划”“低分高录”“补录”等实施诈骗。

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有严格的工作流程。

高校招生计划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向社会公布。

高考录取过程中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指标”。考生及家

长要高度警惕此类“花钱能买大学名额”的诈骗信息。

提醒六：招生部门网站和公众号遭抢注
“山寨版”以假乱真

近年来，个别地区和学校的招生部门网站和微信公

众号被一些个人和机构提前抢注，假冒、仿冒高校或官方

招生机构和学校网站、公众账号编造散布虚假信息，迷惑

考生和家长，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教育部提醒，每年具有本专科招生资格的全国高等

学校名单都会在教育部官方网站发布。考生和家长可通

过登录教育部官方网站“文献”栏目下的“全国高等学校

名单”进行查询核实，认准“官网”标识，谨防山寨账号或

网站骗局。李强提示：“近期，教育考试部门还与公安、网

信等部门一起联合启动了‘高考护航’行动，集中开展‘清

理互联网涉考违规违法公众账号’和‘点亮权威考试招生

机构官网标识’等专项行动，帮助考生全面准确了解招生

政策，避免上当受骗。”

教育部发布高考防骗预警：

警惕网络诈骗莫购“高考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