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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百科

1. 网络贷款：“低门槛”广告+
网贷App。市民陈先生在浏览网页时，

看到一款网络贷款App，声称“无抵押、

无担保、超低息，只需要注册，贷款

立马到账”。正巧陈先生近期手头资

金困难，遂下载注册了该款 App，并

申请贷款 15 万元。当陈先生打开自

己银行账户时，发现所贷钱款并未到

账，但贷款 App 上却显示他已欠款

15 万元。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警惕“无

抵押、低利率”网贷平台。骗子先让

受骗者在虚假贷款网站或 App 上填写

个人信息，再以信息填报错误、贷款

额度被锁定等理由，诱骗受骗者缴纳

保证金或者解冻金。

2.“荐股”：“理财导师”+虚
假平台。浙江新昌的唐女士无意添加

了名为“新浪王德才”的微信，此人

自称是知名投资理财导师的助理，在

对方推荐下，唐女士安装了“毕盛资

管”理财软件。第一次投资 2 万元便

有了可观收益，尝到甜头的唐女士又

先后分 8 笔投入资金 76 万元，之后

她的微信被拉黑。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群里只有

一根“真韭菜”。一进股票群，套路

深似海。“老师”“学员”都是托儿，

炒股软件都是假的，只有受害者是“真

韭菜”。 

3. 虚假购物：网络广告 +“购
物送抽奖”。 去年底，王某被“快手”

主播裘某直播间内发布的抽奖信息吸

引，便添加了裘某的微信。裘某的朋

友圈里经常发布各种抽奖活动。看到

丰厚的奖品，王某花 1100 元购买了

化妆品，并抽中了平板电脑。但王某

迟迟未收到奖品，联系裘某始终未得

到答复。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不轻信、不

尝试。在网络购物中发现商品价格远

低于市场价格时，一定要提高警惕，

谨慎购买，不要将钱款直接转给对方。

4. 假冒熟人：用朋友头像加好
友 +“暂时借钱”。江苏宿迁市民万

某收到一个微信名叫“邱某”的人主

动发信息添加好友，万某看其微信头

像是截取朋友邱某在某地讲话时的照

片。万某立即接受了添加微信好友的

请求。“邱某”向万某提出借款，万

某没有进一步核实，通过手机银行向

该账户转账 18 万元，事后方知被骗。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熟人借钱

要先核实。无论是谁，通过微信、

QQ、短信让你转账汇款时，一定要

用电话、视频等方式核实，切勿盲目

转账。

5.买卖游戏币：“低价充值”+“充
值解冻”。 浙江绍兴的小陈玩手机游

戏时，看到游戏社区里有人投放“有

充值渠道可以低价充值游戏币”的广

告，便联系对方，并在对方诱骗下，

小陈多次充值数千元，但充值账户里

的钱均被冻结。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私下交易存

在被骗风险。买卖“游戏币”、游戏

账号时，不要轻信“低价充值”和“高

价收购”，不要轻易点击对方提供的

网址链接，一定要在官网上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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