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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一：
冒充领导口气求财，
迷糊老总乖乖汇款5万元

王某是合肥某公司的总经理秘书，上班时接到一个电
话，电话中一男子声称是省某某厅的“伍处长”，让总经理
接电话。公司总经理张某接电话后，该“伍处长”称“省某
某厅的齐厅长”找总经理有事，并给其一个手机号码让张
某打过去。张某得知，这位“齐厅长”老领导的亲戚在做礼
品生意，希望其照顾，让张某拿 50400 元到“厅长办公室”
买礼品。

张某也想通过此事与“厅长”建立友好关系，立即同
意，并把该手机号码给了王某让其和公司的出纳办理此
事。其间，“伍处长”又来电话，说“齐厅长”要送老领导去
机场，希望在老领导登机前这笔钱能入账，让其把钱直接
汇到某账号中，于是王某与单位出纳在银行将50400元汇
出。随后，王某在与“伍处长”联系时发现对方电话再也无
法接通，方知被骗。

民警解析：此类诈骗案，犯罪分子事先通过互联网或

其他渠道非法收集事主信息，然后拨打电话冒充事主上级

领导，以上级领导出国考察、孩子结婚，或亲戚做生意需要

照顾等名义，要求事主向其指定账户打钱实施诈骗犯罪。

套路二：
自称炒股专家
有可靠内幕消息源

一名自称北方某投资咨询公司工作人员的男子赵某利
用非法渠道获取了股民个人信息，随后，通过电话与股民曲
某取得联系。开始，赵某先是向曲某推荐股票，在曲某的股
票碰巧获得几次短线收益后，获取了曲某的信任。其后，赵
某分别以“有内幕消息可以炒股赢利”“在公司做假账需先
投入资金”等借口借款，分数次诈骗曲某80余万元。

民警解析：犯罪分子往往自称是某“投资公司”“金融

咨询公司”或“某某私募公司”的工作人员，以推荐股票、提

供内幕消息为由收取“服务费”“会员费”“收益分成”，或帮

助代为操作、购买股票为由，对事主实施诈骗犯罪。

套路三：
“妈妈救命！”
电话里传来子女呼救声

不久前，51岁的林某家中电话响起，接通后，电话里有
人大声喊：“妈妈，救命！”好像是儿子的声音。然后就有一
名男子接过电话，说林某儿子被绑架了，让赶快打钱，否则

“撕票”。林某当时就慌了连说可以。男子给林某一个账
号，让林某抓紧汇 4 万元“赎金”，并让林某把家里电话听
筒放在一边，不让挂电话；然后该男子拨打林某的手机，让
林某接通后将手机保持通话状态，迅速到附近银行打钱。
林某如数汇出“赎金“后，出了银行，对方就挂了电话。

随后，该男子又多次打电话来，以“老大”要求加 2 万
元才肯放人，司机要红包等理由要求林某汇款，林某都一
一照办。待林某回到家里，想起来应该拨打儿子的电话，
这才知道其儿子一直在单位上班。林某因被诈骗损失
72000元。

民警解析：犯罪分子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

拨打事主电话，谎称事主亲人（一般指事主的子女）被其绑

架，犯罪分子的同伙往往会在旁边假冒被绑架者大声呼

救，犯罪分子要求事主迅速向其提供的银行账户汇“赎

金”，否则“撕票”。事主往往会因关心情急而信以为真，听

从犯罪分子指挥，匆匆向其提供的银行账户汇“赎金”。

套路四：
朋友圈装“万事通”吸金
自称有门路低息贷款

市民钱先生是一家红酒销售公司的负责人，去年夏
天，他被朋友拉进一个微信群，群里一位公认的“万事通”
翟先生称有门路办低息贷款。急需资金周转的钱先生私
下联系翟先生办一笔小额贷款，翟先生满口答应，称需要
1.5万元保证金，再加1千元的好处费。钱先生二话没说将
1.6万元打到翟先生提供的银行账户上。后来虽然贷款没
办下来，钱也没能退回，但钱先生觉得自己因为这件事和

“大神”混熟了，这些钱当投资了。
此后，二人日渐熟悉，一天，翟先生无意得知钱先生售

卖的红酒进货价，便说自己有货源，价格比钱先生进货价
便宜。钱先生一听心花怒放，转天就给胡先生转了 10 万
元，等着翟先生为他进货。随后，翟先生又以朋友急需贷
款为由，从钱先生这里拿走了 5 万元，随后就消失得无影
无踪。

民警解析：此类短信，是骗子利用在银根紧缩的背景

下，一些企业和个人急需周转资金的心理，以低息贷款诱

人上钩，然后以预付利息等名义骗钱。

套路五：
你的信用卡扣除年费1200元
详情拨打电话……

女子李某手机接到一个短信“通知”，内容为“您的信
用卡被扣除年费1200元，如有疑问请致电******”。一看

银行卡被扣费，李某立即拨打该短信所留电话咨询。接电
话的是一名 30 岁左右女性，自称是某银行工作人员。对
方在电话中称有人以李某名义在某某银行开了一张可透
支 10 万元的信用卡，并在珠宝店消费了 23600 元。该女
子要求李某立即向所谓“公安局金融犯罪科”报警。

李某按照该女子所报电话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是
个 40 岁左右的男性，南方口音，自称“公安局金融犯罪
科”民警，称李某涉嫌一宗洗钱犯罪，让其致电另一号码

“设置银行卡监控功能”。就这样，李某转接了无数个电
话，并按要求在自动取款机选择英文界面操作，按照对方
要求输入大量的数字。随后，当李某发现自己银行卡内
40000 元存款被转到了一个陌生的账号上时，方才意识
到自己被人骗了。

民警解析：犯罪分子利用短信群发器、伪基站等设备，

发送事先编好的银行卡“扣年费”“购物消费”“透支”等虚

假通知的短信，诱使事主与其联系，事主若按照短信所留

联系方式打电话去“咨询”时，犯罪分子及其同伙便会分别

扮演银行、银联中心、公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等角色，在确

定事主银行账户有存款情况下，设下层层圈套，骗取事主

银行账户资金。其中，伪基站发送的短信甚至可以冒充

“110”“95588”“95533”等公共服务短号，危害性更大。

合肥警方详解骗子惯用伎俩

都是新型电信诈骗的“套路”
冒充领导口气求财，号称“万事通”帮忙低息贷款，虚构股市内幕消息，子女遭绑架……随着电信诈骗手段的

不断翻新，犯罪分子可谓“套路”满满，市民稍有不慎就会落入他们设定的圈套中，成为待宰羔羊。
如何预防电信诈骗、识破这些骗局成了关注的热点话题。为此，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专门来到合肥市公

安局刑警支队，为读者揭露新型电信诈骗手段，请民警详细解析骗子的惯用伎俩。 ▋记者 王玮伟

警方提醒
除了上述的骗局，还有一些常见的诈骗手段：
以“包裹内有毒品”等涉嫌犯罪为由，利用任意

显号软件进行诈骗。

高薪急聘员工，以“预收服装费、面试费、保证

金”等名义诈骗。

诱使回电“骗取”高额话费，一回拨即收费500元。

虚构二手商品转让交易信息诈骗，以“缴纳定

金”“交易税手续费”等方式骗取钱财。

诱使关机实施诈骗，通过骗取对方亲友电话并

通过短信诱使对方关机，然后在对方关机时以“在外

出事故”“生病急需手术”等事由诈骗对方亲友。

ATM机虚假告示诈骗，犯罪分子预先堵塞ATM

机出卡口，并在 ATM 机上粘贴虚假服务热线告示，

诱使银行卡用户在卡被吞后与其联系，套取密码，盗

取用户卡内现金。

盗用QQ 号冒充好友进行诈骗。犯罪分子通过

黑客手段，盗用某人QQ后，分别给其QQ好友，发送

请求借款信息，进行诈骗。

短信群发器发送“邮包投送未成功”“富家女重金

求子”之类内容的短信，一旦事主拨打短信所留电话号

码，犯罪分子便会布设层层圈套，实施诈骗犯罪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