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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案例 1：前方一大波“孩子”来袭，家长们注意躲避 

3月25日，坎门街道的高爸爸收到了“女儿”发来的QQ，

称自己想参加美国哈佛大学资深外教团队开设的在校培训班，

并收到了女儿”发过来的培训班报名通知。“女儿”声称自己

不方便使用手机，让高爸爸联系“培训班老师”转账。于是，

高爸爸拨打了通知上培训方的联系方式，并按照女儿的要求为

其报考了商务英语和计算机课程，每门培训费 26800 元，共转

对方 53600 元。联系女儿后，却被告知并无此事，高爸爸这才

意识到上当受骗了。 

无独有偶，当天，坎门街道的谢女士也遇到类似诈骗，最

终被骗“培训费”36800 元。 

 

案例分析： 

此类案件为精准诈骗案。犯罪嫌疑人盗用学生的 QQ，冒充

子女给家长发消息称需要报考培训班或购买学习资料，以上课

不方便通电话、手机掉水里等理由打消家长电话确认的想法，

避免家长直接和子女电话沟通。接着，通过发通知、短信等形

式来提供给家长“培训班”或者“资料销售方”的通讯方式。

最后以“名额有限”“数量有限”“择优选取”“限期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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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优势条件骗家长尽快转账汇款。 

家长收到自称是子女或是学校老师要求汇款转账的 QQ 或

短信，一定要及时与其本人联系，若对方称不方便联系，一定

是诈骗，要多方核实、反复求实，切勿因对方所谓的情况紧急

而仓促汇款。若发现被骗，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 

 

 

案例 2：“套路贷”里“套路深” 

出生于 1997 年的李媛媛,就读于山东某高校。一次意外中

弄坏了室友的手机,因为担心父母责怪,李媛媛决定自己处理这

件事情。通过手机广告推送,李媛媛找到一个名为“分期乐”的

线上贷款平台,业务员陈某也主动加了她的微信。很快,第一笔

数额为 3000 元的贷款顺利下放。 

一个月后,除了每月生活费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李媛媛开始

违约,“分期乐”的催收员便将这笔债务“转让”给了另一家贷

款公司。在“套路贷”的专业术语中,这一操作叫作“平账”。

实际上,两家公司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甚至是同一个

老板,“就像将右口袋的钱还到了左口袋。” 

此后，这样的“转让”在 55 家公司一再上演,而原本 3000

元贷款,也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 2017 年 3 月至 2018 年 6

月,15 个月里,增长到 6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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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交给警方的材料中,李媛媛写下 10 多位经手业务员的

名字,并陈述了这样的事实,“借 9000 元还 6 万元,只因逾期 1 小

时”。由于害怕，李媛媛一直捂着这件事，直到恐吓信息接连

出现在家人、朋友的手机上。 

“你孩子在外面的钱再不还,我们捉到他,把他舌头割了,腿

打折了,让他乞讨”。看到这样的短信,远在老家的李志宏被吓

坏了,他四处筹钱,想填补这个窟窿。但一系列恐吓、羞辱,并没有

就此停止。甚至在报案后,他还陆续收到了催收信息,“今天下

午我们开两辆车带十几个兄弟到你家,让你孩子准备好。” 

 

案例分析： 

“套路贷”如此猖獗的原因,在于高额回报率。一位犯罪嫌

疑人详细记录了每笔贷款的提成。例如,一笔 3000 元的贷款,加

上人力成本是 3450 元,而 4735元是最低回收限额;而另一笔 4100

元的贷款,最终回收了 10620 元,催收员拿到了 1601 元的奖金。

另外，一个贷款平台一般分为 5 个层级。第一层是中介人员,通

过网络发放各类贷款广告;第二层是客服人员,了解贷款学生资

金需求,收集个人信息;第三层是审核组,确认贷款学生身份真实

性，核实父母的电话以及每月固定生活费；第四层是合同制作

组；第五层是财务放款组。为了洗清“高利贷”的嫌疑，“套

路贷”会在合同制作上“煞费苦心”，借助“阴阳合同”“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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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债务”“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转单平账”等方式“洗钱”。 

学生只是诱饵，家长才是目标。在 5 个层级的紧密配合下,有资

金需求的大学生很快会钻进“套路贷”的圈套。1 个月后,便是

贷款平台的“收网”时间。超过还款时间 1 分钟,就至少收取

500 元的滞纳金,此后,每天加收 5%的利息。即便还清贷款,“套

路贷”造成的影响也不会完全消除。 

因此，广大青年学生要树立正确的消费观,不攀比、不虚

荣。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如有资金需求,首先和父母多沟通,其次

要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贷款业务,一定不要轻信所谓的无抵押

贷款。此外,要谨慎签订借款合同,留存证据。在遭遇诈骗后,第

一时间报警,注意防范对方暴力恐吓、骚扰滋事等讨债行为并取

证。 

 

 

案例 3：网络刷单是陷阱 

3 月 6 日，椒江的李某收到一个 QQ 好友添加消息，验证通

过后，对方称在某商城刷单可以轻松赚钱，李某信以为真，对

方就发送了一个链接给她，李某支付了 98 元钱，后对方转还给

李某 104 元钱，随后对方又发送了一个链接给李某，李某又支

付了 768 元钱，但李某一直没有收到对方的佣金，对方称是需

要刷满五单后返还，然后对方再次发送了一个链接给她，李某



6 

 

点进去后又支付了 1584 元钱，李某仍然没有收到对方的佣金，

李某就让对方将钱转还给她，但是遭到对方的拒绝，这才意识

到被骗了。 

 

案例分析： 

1.所谓的网络刷单 100%是诈骗，不随意向他人透露自己的

淘宝、支付宝、微信、QQ 等信息； 

2.如遇诈骗，可以在资金交易平台，如支付宝、微信、

QQ、银行等平台，对该笔交易进行申诉，请求返还钱财，并对

诈骗者账号进行投诉； 

3.如遇诈骗，请及时保存好转账及聊天记录并截图，为警

方切入侦查提供第一手证据资料； 

4.刷单是违法行为，最高可罚款 200 万！ 

 

 

案例 4：游戏虚拟，骗钱是真 

3 月 3 日，邢某在游戏平台上加了一个卖游戏虚拟货币的微

信，对方给邢某发送各种优惠充值广告，诱导邢某向对方购买

游戏币。随后，对方给邢某发了一个微信二维码，邢某通过扫

描二维码的方式转账 450 元，之后游戏道具并没有到账，对方

还把邢某拉黑了，邢某才发现是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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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购买游戏币要在正规平台购买，如果卖家所出价格远远低

于市场价格，那肯定是假的，不要被超低的价格迷惑。另外，

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大家应该把自己的精力用在学业上，

游戏只是一种娱乐活动，不充值、不购买游戏装备就不会被骗！ 

 

 

案例 5：“银行”信息也有假 

3 月 1 日，张某收到一条陌生短信，短信内容称张某的农业

银行信用卡可以提升 10 万元的额度，上面还有“客服电话”，

张某电话联系对方，并告诉了对方自己的身份信息、银行卡号，

对方称提额度还需要 10000 元的保证金。张某就把收到的验证

码给了对方，随后就收到了扣款 4999 元的信息，才发现被骗。 

 

案例分析： 

1.办理提额等业务一定要通过银行官方客服电话、官方微

信、官方网站等可靠渠道进行申请，不要轻信短信或陌生号码

的来电； 

2.不轻易对外提供银行卡信息、个人身份信息、验证码等； 

3.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更不要透露短信接收到的验证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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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醒】 

    为避免更多无辜师生、家长遭受诈骗，我们在此提醒大家

务必记好以下“防诈骗三部曲”： 

一分析：对接触到的电话、短信、网络相关信息进行初步

分析。 

二咨询：向身边的老师、同学咨询，或者拨打校园 24 小时

报警电话 666110（椒江校区）/626110（临海校区）咨询，也可

以直接拨打 110 咨询。 

三打 110：确认是诈骗后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尽可能挽回

损失。 

另外，如果真的遇到诈骗，请不要情绪激动，保持镇定，

并做好以下三点： 

1.第一时间报警； 

2.及时止损：对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等进行处理，避免更

多的钱被骗； 

3.等待民警处置：整理好相关诈骗证据（转账记录、聊天记

录等），妥善保管，等待民警的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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