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话术剧本演戏
精心挑选诈骗对象

犯罪嫌疑人后来承认， 他们是按
照话术跟客户沟通和卖东西的。 和其
他电信诈骗案件类似， 本案中嫌疑人
也是根据预先写好的话术， 对受害人
进行诈骗。

有了话术剧本， 接下来就是具体
的拨打电话。在打电话对象的选择上，
诈骗团伙也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据了
解，他们事先花三四万块钱，购买了五
万条客户资料，然后精心筛选，锁定目
标人群。

手段揭秘

警惕诈骗新花样

收藏品诈骗案是电信诈骗中又一
新的诈骗种类，它涉及藏品、古董、字
画、纪念币、邮币、瓷器、玉器、沉香等
种类。 作案多为二三人结伙， 分工配
合，掩护作案。犯罪嫌疑人主要以价格
高、外形小巧的假玉器、瓷器古玩、古
钱币、世博纪念币、纪念金币、珍稀邮
票等为诱饵进行诈骗。 行骗手法包括
在街头搭讪、设摊兜售、向古玩经营者
售假、网络售假、电话直销售假。

网络应用的蓬勃发展吸引了犯罪
分子的目光，这个巨大的利益背后，是
一个规模十分庞大的黑灰产业链，实
施电信诈骗只是其中一个环节， 在此
之前还包括恶意软件编写、漏洞贩卖、
实施数据窃取、个人信息倒卖等。要想
从根本上扭转今天这种电信诈骗猖獗
的态势，需要从多个环节入手，需要各
界共同努力。

■据央视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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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60万元交易金
老人借12万高利贷付定金

今年63岁的老曲是收藏爱好者，家里有一些
宝贵的藏品。2015年秋他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
自称小魏的年轻女子，开启了他的一段梦魇。

小魏自称是上海国际艺术展览中心的员工，
能帮着卖掉藏品。开始时老曲有点怀疑，但小魏
连续多日打电话交流，让他放松了警惕。

老曲孩子在外地，买房养娃也很辛苦，他也
有心把藏品卖掉一些，缓解孩子的经济压力。

就这样， 他正式开始和所谓的艺术中心接
触。小魏的经理让老曲把藏品图片发过去，看了
图片后说这些藏品挺值钱，可以通过艺术中心交
易，但有个前提，得先办会员。

在小魏和经理的引导下， 老曲花2780元买
了一件艺术中心最便宜的藏品，和藏品一起寄给
他的，还有一个专属会员卡。有了会员卡，老曲的
七件藏品也成功挂到该艺术中心进行交易。

然而当他做着藏品高价售出的美梦时，没有
任何买家联系他。十几天过去了，他收到艺术中
心经理的电话，对方告诉他，因为是低级会员，藏
品浏览量太低，所以找不到买家，可以通过办理
高级会员提高浏览量。就这样，老曲又在经理的
引导下，花近三万元办了个高级会员。

正当他担心高级会员是否有效时，有一位陈
姓的买家联系了他，称看中三件藏品，两人在电
话中商定60万的交易价格。但这时经理又打来电
话，说如果交易，得先向艺术中心付两成定金，以
免交易一方反悔给对方造成损失。

得知陈姓买家已经付过定金，又想到60万的
交易价格，老曲咬咬牙，借了12万高利贷付了定
金。

后来买家失联，艺术中心又联系了另一位买
家，这次交易价格90万元。因为已经投入不少钱，
老曲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下去，又是十几万的定金
加税息。

2015年12月6日，预定的交易日子，买家再
一次失联，老曲才如梦初醒，原来这几个月自己
坠入了骗局。

据警方透露， 从2015年8月至2016年3月，
所谓的上海国际艺术展览中心，以帮助受害人售
卖藏品为由，诈骗各地老人100万元钱财。目前
嫌疑人已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收藏交易惊天陷阱曝光
办会员、交定金，老人被坑100万

52岁的付女士年初接到了一个陌
生人打来的电话， 对方介绍了一种名
为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银币，全
套银币不到三千元。 尽管自己从未听
说过这种藏品， 但是喜欢收藏的付女
士还是动了心，答应购买一套藏品。

收到货之后，发现有证书发票，她
也放了心，以为交易就此结束。后来，
又一个电话打过来。 对方说现有藏品
出售，售价两三千，到时能以七八千回
购，最高能卖一万元。高额回报让她产
生戒备心理，“这么高的回报你们自己
买就行了嘛。”面对怀疑，对方表示，因
为付女士银行信用很高， 所以才特别
照顾她。 付女士以为对方和银行方面
有合作，也就放下戒心。她一共购买五
套银币，花一万多元。但当她等着对方
过来回购银币时， 打电话的人却再无
音讯。付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上当了。

警方鉴定显示， 付女士买的所谓
银币根本不是银制品， 而名为抗战胜
利70周年大阅兵的银币也不是银行发
行的。银币上既没有落款，也没有发行
和制造单位。经过多方努力，最后抓获
犯罪嫌疑人53名。

案例1
两三千买入银币，
一万元卖出
高额回报坑走万元本金

案例2

一件小藏品拍出
天价的新闻屡见不鲜，这让

很多人都开始热衷收藏， 同时，
有一些人还通过购买金银币等收

藏品来进行投资理财。
但在收藏市场火热的同时，不法分

子瞄准机会，升级诈骗手段，借办理收藏
机构会员等手段骗取钱财，让人防不胜
防。

近日，一个收藏艺术中心的惊
天陷阱浮出水面，披着卖藏品的

外衣， 骗走老年人百万钱
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