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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节目中奖、 冒充
ＱＱ

好友发布虚假爱心传
递、微信点赞诈骗、“猜猜我
是谁”诈骗……近年来利用
电信网络实施的诈骗犯罪
不仅成为老百姓的烦心事，

也给群众造成财产损失和
利益损害。

公安机关前不久从实践
中梳理出了常见的

４８

种电
信诈骗手法，并向社会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信息也
显示：

２０１５

年，我国法院审理
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已
逾千件。

在有关部门加大打击
力度、 不断发布公众提示
后，这类案件为何依然层出
不穷？ 人民群众为何受骗上
当？ 怎样才能斩断网络诈骗
的黑手？

网络诈骗花样翻新 海外设点便于脱逃

通过中介注册成立公司， 招聘
５０

余人，下设“客服部”“业务部”“操盘部”

等部门，以“公司能调动大量资金操纵
股市”“有实力拉升股票” 等为诱饵，骗
取股民交纳数千元不等的“会员费”。不
到一年时间共骗取

３４４

名被害人钱款
共计

３７６

万余元。

从网络上非法获取大量公民个人
信息， 聘用多人冒充中国老年协会、保
健品公司工作人员身份，以“促销”“中
奖”为诱饵，向一些老年人电话推销“保
健产品”，累计

３０００

余人次，涉及全国
２０

多个省份， 骗得钱款高达
１８８

万元。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公布的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副
庭长李睿懿表示，不法分子利用“炒股”

“保健”“银行卡透支” 等涉及百姓切身
利益的问题设计骗局，花样翻新，迷惑
性极强。更有甚者，还在海外设立窝点，

便于脱逃。如福建省晋江市吴金龙等人
发送“医保卡出现异常”虚假信息案。

据介绍，吴金龙等人在老挝万象设
立诈骗窝点，通过网络电话向国内固定
电话用户群发送语音信息，谎称“医保
卡出现异常”。 待被害人回拨时，冒充

医保中心工作人员谎称被害人医保卡
涉嫌盗刷违禁药品，套取个人信息；谎
称被害人银行账户存在安全问题，再
冒充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要求被害人将
银行卡内的存款转到指定账户进行
“资金清查比对”。 该案件涉案数额高
达

１０１９

万元。

“网络诈骗花样翻新，有的诈骗数额
上百万元、千万元的案件已不鲜见，甚至
已经出现了诈骗数额上亿元的案件。 有
的企业被骗巨额资金导致破产倒闭，有
的普通群众被骗走‘养老钱’‘救命钱’，

导致轻生自杀。 ”法院有关人士说。

网络诈骗“画皮”难破 擦亮眼睛以防“钻空”

电信网络诈骗这种远程非接触性的
犯罪正在给侦查破案带来新挑战。 李睿
懿指出， 电信网络诈骗是伴随着网络信
息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类型的犯罪，和
传统的诈骗犯罪相比，其主要特点有：

———犯罪的智能化程度较高。最初
只是简单的一对一拨打电话，发短信进
行诈骗，现在逐步发展到利用网络改号
电话、木马病毒、微基站设备等高科技
技术手段作案。

———空间跨度大，欺骗性更强。 不
法分子利用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抓住
民众心理，步步设套，诈骗的手法不断
翻新，使人防不胜防，较为多发的还有
网络购物诈骗、重金求子诈骗、积分换
话费诈骗等。在我国政法机关的不断打
击下，现在不法分子将诈骗窝点从境内
转到境外，实施诈骗。

———地域化、组织化色彩明显。 现
在，电信网络犯罪诈骗案件大多数是共

同犯罪、团伙作案，各个环节分工明确，

专业化程度高。 同时，个别地区出现了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地域化的趋势。

“犯罪分子之所以能够得逞， 与一
些被骗群众防范意识不强、甄别能力不
强有很大的关系。 在网络诈骗侦破难度
较大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首先要擦
亮眼睛， 相关部门也要加大宣传力度，

帮助大家提高警惕，加强甄别，以防对
方钻空子。 ”专家表示。

紧急“止付”急盼生效 加强立法堵住漏洞

专家认为，网络诈骗屡禁不止与我
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不完善有一定关系。

如电信诈骗涉案的银行账号在过去缺
乏有效的紧急止付手段。很多受害人汇
完钱款以后过了一段时间发觉上当，公
安机关接到报案以后，请银行配合进行
紧急止付。由于过去银行内部缺乏法律
依据，也没有配套机制，所以没有发挥
有效的作用。

李睿懿说，随着打击治理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专项行动的开展，银行在这一

方面已经作出了根本性的改变和转化。

银行的紧急止付机制已初步建立，并开
始发挥积极效果，相信今后还将发挥更
大作用。

此外，法律界人士认为，我国现有
的立法及司法解释不够严密完善，给犯
罪分子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间。如法律
规定，对每个对象惩处需确切查证其犯
罪次数或者产生的诈骗金额。但是实际
办案过程中，很难查证每个犯罪嫌疑人
拨打电话（发短信）的数量以及获得的

非法收益。

专家建议，在现有相关司法解释的
基础上，应进一步明确整个团伙犯罪次
数或非法收益达到定罪标准的，对同一
窝点的拨打（接听）电话、发送短信人
员，以及明知他人实施电话、网络诈骗
犯罪，为其提供信用卡、手机卡、通讯工
具、通讯传输通道、网络技术支持、费用
结算、专门取款等帮助的人员，一律以
诈骗罪定罪处理。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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