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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疫情期间，有些新型诈骗也
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近日，北京银
保监局特针对疫情期间的金融诈骗做
了梳理，公布的典型案例如下：

◎低息贷款型诈骗
1.冒充金融平台贷款诈骗。

“疫情期间，您缺钱吗？××金
融给您授信 1 万，申请后马上到
账。”随着疫情蔓延，部分老百姓收
入减少，资金紧张，一些诈骗团伙开
始趁火打劫。他们冒充各大知名金
融平台，给用户授信数万额度。但
要拿到这些额度，需要缴纳工本费、
押金、解冻费等费用几百上千元，很
多消费者上当受骗，缴纳费用后再
无音讯。

2.利用“疫情贷款”诈骗。
“您想申请政府疫情专项贷款

吗？”疫情期间，不法分子通过电话、网
络发布“可代理申请额度高、利息低、
无抵押、下款快的政府疫情专项贷款”
的虚假信息，诱使有资金需求的公司
或个人申请贷款，然后以提前收取中
介费、保证金等为由实施诈骗。

◎盗取信息型诈骗
1.利用“退改签”诈骗。

“受疫情影响取消，办理退改签可
获赔偿”。不法分子利用非法手段获
取的受害人信息，如航班号、高铁号、

酒店预订信息、旅行社合同信息等，向
受害人手机发送虚假“退改签”短信，
诱使受害人拨打短信中虚假客服电话
或点击不明链接，按其提示操作，提供
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敏感信息，
将卡内余额转走。

2.利用购买防疫物资诈骗。
“最新最全的防疫物资马上到

货”。不法分子通过社交软件、二手交
易网站等渠道发布虚假的售卖口罩、
防疫物资等信息，转账收取消费者费
用后将受害人“拉黑”，或在钓鱼链接
中诱使受害人输入个人敏感信息，导
致消费者财产损失。

◎非法集资型诈骗
1.利用为疫区捐款诈骗。

“您想为疫区贡献一份力量吗？”
不法分子通过虚假网站和微信等社交
软件，冒充慈善机构、民政部门、医院、
爱心人士等向消费者发送“献爱心”的
虚假募捐信息，利用群众的同情心实
施集资诈骗。

2.利用感染者亲属众筹“医药费”
诈骗。

“您愿意为感染者家属捐献一份
爱心吗？”不法分子以孩子或亲属突然
高烧、已被隔离医治为由，向社会公众
发起众筹“医药费”、“住院费”等，骗取
受害人钱财。

用疫情包装的新型诈骗来了
疫情期间，有不法分子冒充慈善机构，利用群众的同情心实施集资诈骗

疫情期间，不少人通过微信朋友圈获取最新战“疫”信
息,这也滋生了一些谣言和诈骗信息。

朋友圈并非法外之地，福建三明市的小王因为在朋友
圈转发一条关于某些产品可以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广告信
息，面临罚款25000元的行政处罚。

福建三明市的小王因为在
朋友圈转发一条关于某些产品
可以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广告
信息，面临罚款 25000 元的行
政处罚。

1 月 31 日，他在朋友圈看
到一位微信好友发了一条广告
信息，内容是介绍一些产品可
以抑制新型冠状病毒，有增强
抵抗力的作用。

小王就将这个文章和截图
也转发到自己朋友圈。没想到
第二天，他被梅列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请去配合调查。

据梅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执法人员介绍，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的相关规
定，个人微信朋友圈发布广告
属于互联网广告的一种，发朋
友圈的人，其身份就是广告发
布者。

“利用互联网从事广告活

动，适用本法的各项规定。”梅
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
股副股长孙定闽认为小王发的
广告没有标明出处，并且无法
证实文章内容的真实性。其涉
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
法》第十一条规定：广告使用数
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文摘、
引用语等引证内容的，应当真
实、准确，并表明出处。

根据《广告法》第五十九条
规定，广告引证内容违反本法第
十一条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
主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根据调查结果，2月 17日，
梅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出了
对小王个人罚款两万五千元的
行政处罚决定，这也是在防疫
期间三明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开出的第一张利用疫情蹭热度
发布违法广告的行政处罚单。

转发一条朋友圈，被罚款25000元

如何辨别这类骗局？北京银保监
局称，消费者可从以下四方面判断。

申请贷款应当选择银行等合规金
融机构，拒绝小广告、小作坊式的网络
金融产品。

正规的金融机构，不会通过微信、
QQ等社交软件联系借贷人，沟通办
理借贷业务。在放款前不会巧立名目
来收取借贷人任何费用，只要是在网
上预先交费的贷款业务，一律不要轻
信和办理。

投资理财应当牢记“高收益意味
着高风险”，拒绝高息诱惑。

收益永远和风险成正比，面对过
高的收益率应保持警惕和理性，切勿
存在“天上掉馅饼”的侥幸心理。

个人信息应当加强保护，拒绝泄
露个人敏感金融信息。

在收到“退改签”类的信息后，应
通过相关企业或部门公布的官方渠道
查询确认，切勿随意点击不明链接，使
用不明来源的无线网络；遇到索要个
人信息、短信验证码或银行卡密码等
情况时，切勿盲目听信，切勿向他人透
漏上述个人敏感信息。

爱心捐赠应当认准正规渠道，拒
绝不法分子假借疫情非法敛财。

为疫区人民捐款捐物献爱心时，
应通过正规官方渠道进行核实，认准
正规捐赠渠道。正规募捐均需民政部
门登记备案，相关信息可通过全国慈
善信息公开平台查询。捐款前需核实
对方账户名称与受捐公益组织的名称
是否一致，不要轻易将捐赠资金转入
个人账户，避免上当受骗。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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