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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the so-
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our country’s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However, the 
number of fraud cases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has also increased dramatically, which has se-
riously undermined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order and directly harmed our country. It direct-
ly influence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 paper takes financial frau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hrough 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Beijing and Jinzhong Middle 
Schools, it mainly studies “the understanding of financial fraud knowledge and the overall recog-
nition, the current reasons for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China’s financial fraud, and the main 
body of prevention and financial fraud, the amount and frequency of people being defrauded, and 
finally some countermeasures for financial fraud”. It hopes to raise people’s awareness of financial 
fraud prevention,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financial fraud prevention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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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金融行业

的失信诈骗案件也急剧增加，严重破坏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秩序，直接危害到我国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论文以金融诈骗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北京、晋中等地的实证调查，主要研究“对金融诈骗知识的了解及

对总体认知、当前我国金融诈骗频发的原因及防范主体、遭遇金融诈骗的人被诈骗的金额和次数、最后

为金融诈骗提出几点应对之策。”希望能提高人们对金融诈骗的防范意识，为金融诈骗的防范和金融监

管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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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我国金融行业迎来快速转型的新时期，但随之而来

的是金融诈骗案件数不断攀升，手段越来越高明，例如信用卡诈骗、票据诈骗、贷款诈骗、集资诈骗等，

受骗人数颇多，受骗金额巨大，严重破坏了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给人们的正常经济生活带来了极大危

害。但金融诈骗并没有引起重视，人们对金融诈骗的防范意识还相对薄弱，政府的监管还不到位，相关

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金融诈骗关系到政府、个人和单位等多个利益主体，如何更好地防范金融诈骗，

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 
在当前信息时代背景下，金融服务的发展和创新，为金融诈骗提供了契机[1]。金融诈骗主要是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同时还伴有欺骗以及隐瞒特征。骗取内容主要有公私财物或者金融机构信用，金融诈骗

的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总体上讲金融诈骗属于普通诈骗的一种，不过它是诈骗行为中的特殊

诈骗，采用不合法的手段破坏整个金融管理秩序，影响金融圈的信誉，也阻碍了经济社会的进步。金融

诈骗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一颗毒瘤，应当得到一定的重视，金融诈骗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更应该引起人

们的重视。研究金融诈骗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远离金融诈骗和我国经济体制健康发展建言献策，提

高金融效率，推动金融创新，维护经济秩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2]。 

2. 调查设计 

(一) 调查对象 
当今社会网络发达，使用微信、QQ 等社交网络的人逐渐增多，使用者的年龄跨度逐渐拉大，因此在

进行金融诈骗现状及问题研究的实证调查中，我们采用了问卷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随机对人群进行调查。

在进行网络问卷发放的过程中，被调查者填写问卷存在随机性，调查对象基本上为使用社交网络的各年

龄段人群；为了扩大我们的样本范围，在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时，我们在北京、山西、甘肃等地采取非概

率抽样的方便抽样的选择调查对象。 
在被调查者中，女性占 52.5%，男性占 47.5%，男女比例基本相当。就职业而言，非金融从业人员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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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将来或已经是金融从业人员占 22.8%，说明非金融职业者占比比较高。调查样本中，学历初中及

以下占 4%，高中生占 8.9%，大专及本科占 72.3%，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占 14.9%。被调查者年龄分布不对

称，年龄段主要集中在 18~25 岁之间，众数为 20 岁，调查人群偏年轻。 
(二) 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 150 份，有效问卷 101 份。我们采取非概率抽样的方便抽样和自愿样本，在设

计问卷前我们先了解和总结近几年发生的比较典型的金融诈骗案件的特点、原因以及给受害人造成的伤

害和对社会的危害，针对总结进行问卷设计，问卷完成之后在北京大屯街道附近的公园进行试调查,根据

调查结果和反馈的问题做最后的修改与完善。该问卷主要调查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学历、年龄、

收入；对金融诈骗知识的了解及对总体认知；遭遇金融诈骗的人被诈骗的金额和次数；金融诈骗频发的

原因及防范主体等方面，为保证我们所得到的数据尽可能地真实，我们主要通过人工发放纸质问卷的调

查形式，针对不同地区的样本一对一进行填写问卷，而且为使我们所获得数据具有较高的真实性，我们

在填写问卷时与被调查者针对问卷题目进行了交流，使得所填答案充分表达他们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问卷设计中有两大亮点，一是我们根据是否被诈骗设计了跳转题，挑选出被诈骗的人再深入研究，二是

设计了开放题，问大家对我国的金融诈骗及金融业今后的健康发展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大家可以开放思

维，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三) 调查方法 
为了对金融诈骗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做出描述和分析，本文选择了调查法、文献研究法、定量分析

法、描述性研究法和半结构访谈辅助以观察法。本次调查的数据以 SPSS23 统计软件为工具，对数据进

行处理分析。 

3. 调查结果分析 

(一) 问卷中被调查者对金融诈骗认知和了解程度 
在 101 个被调查者中，认为我国金融诈骗总体印象不好和极差占比 60.39%，仅有 7.92%的人认为我

国金融环境比较好，剩余 31.68%的人持中立态度。可见，人们对我国金融诈骗的整体印象并不好，从调

查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人们对金融诈骗厌恶程度较高，我国有待营造一个安全的金融环境。 
在调查者中，大多数对金融诈骗知识不了解，仅 10.89%的人对金融诈骗知识很清楚，8.91%对金融

诈骗知识一般了解，47.52%则是了解一点，32.67%的被调查者对金融诈骗知识一点都不了解。可见金融

诈骗知识的普及还远远不够，没有达到全覆盖，人们对金融知识的缺乏加上现在骗子的手段之高，很容

易导致上当受骗。 
(二) 金融诈骗频发的防范主体及原因 
在被调查者中，有 13.9%的人认为金融诈骗防范的主体是政府，有 64.4%的人认为金融诈骗防范的主

体是个人，另外有 21.8%的人认为是社会团体。如图 1 所示，我们可以看出个人是防范金融诈骗的关键，

应该加强金融诈骗知识的学习，不随意外泄私人信息，了解常见的金融诈骗手段和途径，防止被骗。但

政府和社会也有责任，构建安全稳定的金融体系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社会、个人三方

面多管齐下，我国的金融环境才会更加安全高效。 
图 2 显示：金融诈骗频发的原因主要是公众的防范意识薄弱、诈骗分子手段高，让人防不甚防和相

关部门监管不到位，三者总占比高达 90%。但是还存在少部分其他因素，例如相关金融制度悬空，没有

真正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在刑事立法中规定的八项金融诈骗罪只是徒有虚名，到真正实行时发现实际操

作困难，无法落实。再者是供求矛盾存在，社会资金短缺，贫富差距导致两极分化，不法分子在面对金

钱利益的诱惑时，很容易把持不住，从而走上犯罪这条不归路。还有金融领域的立法也不够完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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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main body of prevention of financial fraud 
图 1. 金融诈骗的防范主体 
 

 
Figure 2. The reasons for frequent cases of financial fraud 
图 2. 金融诈骗案件频发的原因 
 
如规范信贷义务的信贷法存在缺陷，犯罪分子可以在法律的边缘和法律规范缺失的地方下手。金融诈骗

频发导致人心惶惶，各种诈骗手段层出不穷，提高防范意识，打击金融犯罪始终是一个长远问题。 
(三) 调查结论及思考 
金融诈骗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严重的影响，是我国的金融体系建设中需要长远攻坚的一个难题，

现代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虽快，但是不能彻底根治金融诈骗这一现象，我们通过 SPSS 软件对调查结果

进行了分析，发现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学历和收入与是否遭遇过金融诈骗之间没有显著关系，所以

就个人而言，多掌握一些防范之策，提高防范意识是解决金融诈骗的有效途，涉及网上付钱时一定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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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头脑清醒，细心辨别真伪，不能轻易相信陌生人，稍有不慎，就会上当受骗。 

4. 调查建议及总结 

(一) 政策建议 
金融诈骗主要采取“打防结合、以防为主”的方法，限制金融诈骗的发生，增强安全防范意识[3]。 
1) 多掌握一些金融知识，尤其是要掌握风险的防范和应对知识，做金融知识的“明白人”[4]。 
2) 加强行业监管部门与执法部门的协同机制，搭建沟通平台，建立常态化的交流机制，促进行业监

管和执法水平提升。加强国际信息与技术交流，前瞻性地掌握新型金融诈骗形式与技术，提升金融诈骗

应对能力[5]。 
3) 及时更新技术。银行监管体系对于印章，各种业务票据，相关重要凭证等采取最新的防伪技术和

识别技术，同时对员工要加强防范金融诈骗的技能培训。 
4) 规范行业行为。防范金融诈骗是所有银行工作人员的基本职责，银行需要加强考核力度，对于因

为疏忽大意导致犯罪分子有机可乘的行为作出严厉惩罚，建立安全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实行一级抓一级，

层层落实的指导方针。 
5) 商业银行需要从决策、管理、经营各个方面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按章经营，互相制约，加强监管，

堵塞漏洞[6]。 
6) 弥补法律漏洞、完善司法解释，对金融诈骗罪相关司法认定加强研究。[7]。 
(二) 研究总结 
金融安全关乎我们的钱袋子，防范金融诈骗是生活的必修课。加强公民的素质教育，培养出公民正

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并正确引导公民参与金融活动，增强公民对金融风险的防范意识。同时

加强法律的监管力度，并依法严格处理各种金融诈骗案件，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8]。我国应不断完

善和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力度。其次，宣传部门应该多渠道普及金融诈骗知识，

个人作为金融诈骗风险防范主体要提高防范意识，政府、企业、社会也有义务通过各种渠道，针对公众

进行金融诈骗防范相关知识的培训与宣传，形成人人防范诈骗、人人讲诚信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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