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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 区

律 师

伪造学生证需承担法律责任

记者暗访热门旅游景点， 发现网购的假学
生证都可以蒙混过关。 一张景区门票动辄上百
元，而网上购买一个假学生证只需三四十元，因
此不少游客为旅游省钱打起了小算盘。

目 的

做 工

试 验

为了试验“假学生证”是否可用，林海纳决定先从
上海的景区下手。9月29日， 记者跟随林海纳来到上海
市科技馆，她使用“和真实版本差别很大”的假复旦大
学的学生证购买学生票时，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反复核
对了假学生证上的照片和真人是否一致， 仔细看了假
学生证上的钢印和注册信息后，就把学生票卖给了她。

10月1日，在济南市天下第一泉风景区，林海纳用
假的南开大学学生证购票时， 在被售票人员仔细核对
照片、注册章信息页后，同样顺利地买到了学生票。

10月4日，黄冰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当日他利用伪
造的学生证进入了位于青海省西宁市的塔尔寺景区。

10月7日， 林海纳来到位于杭州西湖畔的灵隐景
区， 记者看到售票处的工作人员要求林海纳出示学生
证的同时出示身份证， 但是当林海纳表示身份证连同
行李一起寄存在火车站后， 售票人员还是卖给了她学
生票，但同时表示：“我先卖给你，检票能不能进我就不
清楚了。”随后，记者跟随林海纳来到检票处，出乎预料
的是， 检票处的工作人员甚至没有打开林海纳的假学
生证查看就顺利放行，林海纳“有惊无险”地再次用假
学生证进入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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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假学生证”只为旅游省钱
景区：希望有统一防伪标识

10月5日， 北京著名律师张新年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涉及伪造、 变造、买
卖、 使用假学生证的多方主体都需要承
担法律责任，应当视情节之轻重，给予治
安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张新年同时指出，对于电商而言，应
该加强和完善对卖家身份及其发布的信
息内容的审核机制，但在实际操作中，电
商不可能做到并保证网络交易平台上所
有的信息都是无害的，这属于客观不能，
因此在“不明知，不应知”的情况下，对于
其交易平台上所发生的违法犯罪信息，
可免于法律责任。但是，对于显而易见的
违法犯罪信息， 电商仍然负有监测排除
的义务， 特别是经过用户反映投诉或公
安机关通报，已经获知的违法犯罪信息，
如果未予及时删除、屏蔽，应当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来源于澎湃新闻 微信号 thepa-
pernews

10月5日， 济南市天下第一泉风景
区售票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对于用假学生证买学生票他们也感觉很
无奈，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在核对学生证
的时候会仔细核对学生票上的照片和本
人是否一致， 以及有没有所在学校的钢
印和注册章，“但是各个学校的注册章并
不一致，全国那么多高校，有时候我们也
查不出来。 希望学生证能够有统一的防
伪标识。 ”

杭州市灵隐景区工作人员潘高升在
10月7日接受采访时忍不住感慨， 虽然
景区已经安排比较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担
任售票工作， 售票过程中也要求必须查
看学生证上是否有钢印和注册章， 但还
是可能有“漏网之鱼”。

2006年9月， 新华网就曾报道过伪
造学生证进入景点的相关新闻。 据记者
了解，十年来，在景区附近公开兜售学生
证的小贩越来越少，“假” 学生证制作却
越来越精良， 而价格始终维持在三四十
元。

王小宁和黄冰介绍，他们伪造的学生证都来自淘
宝。但当记者在淘宝的搜索框里输入“学生证”后，并
没有查到想要的结果。

“这需要一个窍门。”记者按照黄冰的介绍，在QQ
搜索框里输入“学生证”，随后出现了“学生证”、“办学
生证”、“学生证旅游门票优惠”等几个QQ群，随手加
入一个名为“学生证”的QQ群后，有客服主动加记者
为好友。 据客服介绍， 他们可以帮忙办理复旦大学、
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43所学校的学生证，
他们还提供学生证“一条龙”服务，办学生证包括学生
证本身、洗照片、压钢印、盖公章，还可以免费赠送实
体注册章和火车票优惠仿真磁条。不可以查学籍的学
生证只需30元，而可以查学籍的学生证需要40元。

林海纳（化名）是黄冰的朋友，她也决定试一试网
上购买“假学生证”。当她在QQ上给客服说确定购买
后，客服发来一个淘宝店链接，指导她在店内选择名
为“ps免冠照”的商品。截至10月5日下午，该淘宝店
的“ps免冠照”下面已经有669条成交记录。

林海纳于9月22日分别购买了复旦大学和南开
大学的学生证， 并于五天后收到了伪造好的学生证。
“逼真，非常逼真，和我的学生证几乎一模一样。”南开
大学法律系大三学生刘阳（化名）比较了自己的真学
生证和伪造的南开大学假学生证后说。

伪造的学生证做工精细， 照片上有清晰的钢印，
随学生证寄来的火车票优惠仿真磁条和实体注册章
外表看来也和真的相差无几。 更加令人称奇的是，客
服还向林海纳提供了一个与南开大学新闻网（news.
nankai.edu.cn） 域名、 页面皆相近的仿真网站
(nankai.tj.cn)，通过这个网站可以查到伪造学生证上
的具体学籍信息，甚至可以查到上课的课表。

“办一张学生证，旅游能省不少钱。”国庆前夕，家
住浙江宁波的王小宁（化名）在微信朋友圈里晒了一
张宁波大学的学生证。虽然最终选择去日本旅游的王
小宁并没有用到这张学生证，但她还是坦言自己是为
了旅游省钱而办了这张学生证。

“如果去西安旅游的话， 兵马俑成人票需要150
元，而学生票只要75元；如果去拉萨旅游，布达拉宫成
人票需要200元，而学生票只需要100元……”喜欢旅
游的王小宁说起学生票在旅游中能省钱的景点如数
家珍。

和王小宁存有相同想法的年轻人并不在少数。对
于刚刚走出校园参加工作一两年的年轻人来说，淘宝
成本只有三四十元的学生证和动辄能省上百元的学
生票，诱惑他们“重返学生时代”。黄冰（化名）研究生
毕业后在一家网络公司工作已经两年了，但是长着一
张娃娃脸的他看起来依旧像大学生，他也在国庆节前
通过淘宝伪造了一张学生证，以便自己去青海旅游。

逼真，甚至可以查学籍

就为享受学生优惠价

希望有统一防伪标识

景区难辨真假

网购的假学生证。

真假学生证对比（左真右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