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典型案例

王女士接到电话称其百万保障保险需关闭,
否则每月扣款2100元。对方准确说出个人信息,
使王女士未生疑,按指示添加好友并下载某诈骗

App。随后,对方引导她转移银行存款并开通所

谓的“安全账户”。期间接收多个验证码,王女

士深信不疑,将验证码都告诉了对方。最终意识

到被骗,损失14000元。

凡称退订、取消“百万保障”业务的,都是诈骗！



典型案例

刘某在某直播平台上被诱导添加炒股老师

微信,进入学习群后又被推荐投资产品。刘某初

次尝试有盈利并成功提现。随后,炒股老师声称

可帮其申请10万元投资额度,刘某追加投资

99500元,被告知操作失误需再投15万。刘某在

筹款过程中接到反诈电话,意识到被骗后报警。

培养正确的投资理念,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信息甄别
能力。



典型案例

王某接到一名自称金融监管部门处理高息

贷款的工作人员电话,对方说王某有贷款逾期造

成的不良记录,将影响个人征信。经交谈,王某

信以为真,按指示向“认证对接账户”转账3次

共25万元。当被追问更多银行及贷款App信息

时,王某方才醒悟过来,意识到上当受骗。

个人征信由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统一管理,不良征信
记录依法需保留5年,任何机构或
个人无权脚除或修改。



典型案例

张某接陌生电话称可退某教育机构报名费

6700元,需安装App办理。张某按照对方发送的

链接下载安装APP后,诈骗分子向张某发送一个

二维码让其购买基金办理退款,张某支付3000
元并按对方提示步骤操作。对方称其操作错误,
钱被冻结,需继续购买32800元基金解冻。被诱

骗连续转账多次后,张某意识到被骗。

当收到退费、回款等通知时,不要轻易操作,
应通过官方渠道联系客服进行核实。



典型案例

马某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招聘客服的信息,在
评论区留言后,对方询问马某是否做兼职,并引

导其下载App参加岗前培训。培训结束后,马某

被告知表现不合格,需要做刷单任务才能完成考

核。马某按照指引向指定账户转账,转账后才意

识到被骗,共损失26613.66元。

“刷单、刷信普”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并非正当兼职,
不要被蝇头小利诱惑。



典型案例

樊某接到来电,对方自称某金融平台客服并

询问是否有贷款需求。因需资金周转,樊某添加

对方为好友并下载指定“贷款”App。樊某在

该APP上申请贷款后,被要求支付会员费等费用

共计13.7万元。樊某向对方转账后,对方仍称贷

款条件不满足不能放贷,随后便失去联系。

破解网贷诈骗,首先应保护好个人隐私信息,
对“自报家门”的陌生人保持警惕。



典型案例

沈某在游戏中看到“进群免费领道具”的

消息,申请进群后,被告知扫描群内二维码便可

领取大量游戏福利。沈某扫码后,网页提示微信

将被冻结,需转账证明身份,验证后将如数退还

所有资金。沈某便按对方要求,先后向指定账户

转账18000元,后因被对方拉黑才发现被骗。

要树立正确的保险消费观念，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诚信为本履行保险合同，
积极举报保险欺诈行为。



典型案例

以甲某为主的保险诈骗团伙,先后为大量客

户投保各家保险公司意外津贴险及意外医疗险

产品,涉及保险公司16家,涉案客户60余人。甲

某等人串通医生制造虚假意外事故证明,在医院

进行住院,但其实客户并未出险,也并未住院,后
通过病案室复印多份病历,在各保险公司进行意

外津贴以及意外医疗的索赔,并在获得理赔款后

进行比例分配。

买卖游戏账号、道具请通过正规网站平台操作,
私下交易均存在被骗风险。



典型案例

王某帮助一个网友购买金条，他按照对方

的指示到指定地点取包裹，其中包括5张涉案

银行卡，1万元现金和3部涉案手机。王某在涉

案手机上下载境外聊天软件，并通过聊天软件

接收任务，按照上游任务指令购买金条，将金

条存放在消防通道或卫生间，由第二链条环节

人物去取赃物。当天共购买共购买8000克金条。

通常存在购买者装扮异常、行为异常如出手异常大
方、交易异常如过程中持续通过手机
与他人联络等现象。



典型案例

2014年3月至2019年6月，何某某等人以单

位名义，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向他

人购买货物出口相关信息，假冒出口，指使陈

某某、张某某为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通

过多种方式购买外汇虚假结汇，骗取国家出口

退税共计1.5亿余元。陈某某为单位虚开增值税

专用发票4266份，税额6446万余元；张某某为

单位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5541份，税额8194万

余元。

“空壳企业”、“粗暴虚开”、“走逃失联”、“买单配
票”、“黄金制品”、“软件制品”和“虚假申报”
是虚开骗税的突出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