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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类 案 件 发 案 量 占 比
1.99%，受害人均为男性。21-30
岁年龄段（青年）受骗人数最多，
占比52.49%。

典型案例：
5 月 23 日凌晨，滕某某搜索

到犯罪嫌疑人的招嫖微信，并加

为好友。后滕某某给对方多次转
账，被骗2656元。

警方提醒：
招嫖本就违法，大家要洁身

自爱。
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夏怡雯

TOP10：招嫖诈骗

市反诈中心发布
去年十大电信网络诈骗手法
都是传统套路，防范关键是提高警惕
昨天，市反诈中心发布2019年全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情况。统计数据显

示，2019年，我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量同比上升23.21%，总损失金额同
比上升53.93%。

90后是网络用户的主力军，因社会经历有限，对电信网络诈骗防范意识
不足，成为被骗概率最高的群体。正在读书或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20岁-24
岁）因经济能力有限，成为支付返利、免费送、低价利诱、招聘兼职等骗术的主
要实施对象；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年轻人（25岁-30岁），在色情、网络交友、金
融信用方面遭遇诈骗比例较高。

2019年，全市发案最多的10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基本都是传统套路，并
没有太多技术含量，防范关键是提高警惕。

此 类 案 件 发 案 量 占 比
23.65%，同比上升77.20%，总损
失金额同比上升115.19%。21-
30岁年龄段（青年）受骗人数最
多，占比45.19%。71.30%的受
骗者为男性。

典型案例：
7 月 22 日，陈某某接到一

个电话，对方称可以贷款并让
其加 QQ。加了对方 QQ 后，
陈某某收到对方发来的一个

贷款合同。对方让其付 2000
元，并称 24 小时会退还。陈某
某 通 过 微 信 转 给 对 方 2000
元。之后，对方又以其他名目
让陈某某汇钱，陈某某这才发
觉被骗。

警方提醒：
需要申请贷款，到正规贷款

机构申办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切勿轻信各类电话、短信、QQ、
微信等形式的贷款广告。

TOP1：贷款诈骗

此 类 案 件 发 案 量 占 比
12.77%，同比上升7.39%，总损
失金额同比上升36.76%。21-
30岁年龄段（青年）受骗人数最
多，占比51.69%。63.25%的受
骗者为女性。

典型案例：
6 月 27 日，张某某接到一

自 称 是 蘑 菇 街 客 服 的 电 话 。
对方称，张某某购买的一件衣
服染色剂超标需退回，张某某
按对方要求添加了对方提供
的微信，扫描对方发来的二维
码，并输入对方提供的“激活
码”7699.88。随后，张某某手
机收到了一条 7699.88 元的扣
费信息。

对方表示，钱会马上退回，
并 让 张 某 某 继 续 输 入“ 激 活
码”，张某某再次扫描对方提
供的二维码，并输入对方提供
的“激活码”1188.66。随后，张
某某手机再次收到了一条扣
费信息，金额为 1188.66 元。后
张某某让对方将钱退还，发现
微信已被对方删除。

警方提醒：
如果收到网购客服的电话

或短信，一旦提到需要提供个
人信息及银行卡等，须谨慎对
待。不要轻易点击对方发来
的链接或拨打其提供的电话
号码，更不要按照对方的提示
进行银行卡的相关操作。

TOP2：冒充客服类诈骗

此 类 案 件 发 案 量 占 比
12.24%，同比上升22.56%，总损
失金额同比上升57.84%。21-
30岁年龄段（青年）受骗人数最
多，占比60.14%。69.89%的受
骗者为女性。

典型案例：
5 月 19 日，余某在一微信

刷单群中看到刷单消息，信以
为真，通过微信联系对方，并按
对方要求通过京东购买一面值

为 500 元的京东 e 卡，并把得到
的京东 e 卡卡号及密码截图发
给对方。后余某要求对方返现，
没得到对方回应，遂发现被骗。

警方提醒：
网络刷单本身就是违规行

为，被骗后自身权益很难得到
保障。选择兼职要通过正规
网站和途径查找，对求职单位
要多方核实，同时不要随便透
露个人信息。

TOP3：刷单诈骗

此类案件发案量占比9.84%，
同比上升2.27%，总损失金额同比
上升23.46%。21-30岁年龄段
（青 年）受骗人数最多，占比
49.55%。60%的受骗者为女性。

典型案例：
8月13日，黄某某在微信上

与“卖家”联系，“卖家”称可提供
廉价手机。黄某某将 1200 元现
金转给对方，对方随后消失。

警方提醒：
在网上购买商品时，不要随

意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也
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

TOP4：购物诈骗

此 类 案 件 发 案 量 占 比
8.13%，同比上升13.47%，总损失
金额同比上升6.49%。31-45岁
年龄段（中青年）受骗人数最多。

典型案例：
12月13日，余某看到“女儿”

发来的 QQ 信息，称需要报几门
课程，余某信以为真，将29200元
分两次汇到“女儿”提供的银行账
户上。“女儿”又称还要报几门课

程，余某发觉不对，电话联系女
儿，方知上当受骗。

警方提醒：
家长在收到短信或 QQ 时，

一定要仔细甄别，无论自称是
子女，还是校方 、班主任等身
份，只要涉及到转账汇款和询
问银行卡信息的，都有可能是
诈骗，一定要通过电话核实确
认。

TOP5：冒充亲友诈骗

此 类 案 件 发 案 量 占 比
7.11%，同比上升55.30%，总损失
金额同比上升164.36%。31-45
岁年龄段（中青年）和21-30岁
年龄段（青年）受骗人数最多，分
别 占 比 33.05% 和 28.16% 。
58.14%的受骗者为男性。

典型案例：
8月9日，井某在微信上添加

一好友，对方称可在网上投资赚

钱。井某信以为真，在网上注册
一个叫“创华国际”的 APP 账号
里，按对方提示向对方转账 4 万
元。后井某想把投资的钱提现，
但无法取出。对方表示，要再充
钱进去才能提现，井某这才发现
被骗。

警方提醒：投资需理性，自称
“周周返利”等高回报理财产品和
网站项目大多都是骗局。

TOP6：投资诈骗

此类案件发案量占比7.08%，
同比上升48.46%，总损失金额同
比上升56.15%。21-30岁年龄段
（青 年）受骗人数最多，占比
60.16%。82.31%的受骗者为男性。

典型案例：
7 月 25 日，曹某在玩一款网

络游戏时，游戏中有人发了“30
元就可以买到几件游戏装备”的
信息，曹某就加了对方QQ。对方

让曹某先给自己充值Q币。曹某
给对方充值了 10 多次，共花了
5030元，可对方压根未提游戏装
备的事。

警方提醒：
不要轻信超低价直播礼物或

游戏商品信息。虚拟物品的交易
应通过游戏官方网站的交易平
台，交易前应仔细确认物品的信
息和来源的可信度。

TOP7：游戏交易诈骗

此 类 案 件 发 案 量 占 比
3.45%，同比上升140.30%，总损
失金额同比上升157.64%。31-
45岁年龄段（中青年）人数最多，
占比56.12%。

典型案例：
刘某在陌陌上认识一名网

友，对方称一个赌博网站有漏洞，

可以领取奖励，让刘某充钱和交
保证金。刘某信以为真，于7月9
日至 15 日，多次给对方转账，被
骗28400元。

警方提醒：
网络赌博是违法行为，通过

互联网购买彩票的渠道也已被叫
停。

TOP8：赌博彩票类诈骗（杀猪盘）

此 类 案 件 发 案 量 占 比
2.32%，同比上升15.76%，总损失
金额同比上升48.94%。31-45
岁年龄段（中青年）和21-30岁
年龄段（青年）受骗人数最多，分
别占比42.61%和42.05%。

典型案例：
5月6日，胡某用陌陌软件添

加了一人为好友，后又添加了对

方的微信号。对方以奶奶去世等
理由向胡某索要红包，胡某多次
给对方转账，共计损失11569元。

警方提醒：
网上交友需谨慎。不要轻

易相信未见面即以各种理由要
求汇款或充值的网友，见面后，
对于涉及金钱的事情，也要格外
谨慎。

TOP9：交友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