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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包、中奖、急用钱，骗局层出不穷
专家详解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九大类犯罪方式

因为防范意识较低，对新技术的不了解，老年人成为犯罪分子实施诈骗的主要目标之一，针对老年人的各种诈骗手段更
是层出不穷。尽管警方经常发出各种预警，提醒广大老年人防范诈骗，但由于信息获取渠道较少，还是有不少老年人经常落
入犯罪分子的陷阱，类似案例也时常见诸报端。

犯罪分子在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时，使用的方式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亲情陷阱、迷信陷阱、小便宜陷阱、“安全”陷阱等
等，这些陷阱往往能击中老年人的“软肋”，让人防不胜防。

市场星报记者日前对省公安厅刑侦总队进行采访，请侵财犯罪方面的专家详细总结了针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九大类犯
罪方式，并一一点评和支招破解。

记者 王涛

真实案例 2010年1月7日,合肥人刘

先生在四泉花园南区附近124路公交站牌等

车时，被三名男子实施丢包诈骗的方式进行诈

骗。在遭到刘先生反抗后，其中两名男子采取

暴力手段将其塞入一辆黑色轿车，在车上抢走

他的手机一部，钱包以及两张银行卡、红府超

市现金卡6000元左右。

骗局分析 嫌疑人在街头以及医院等

地寻找中老年人，确定目标后一人丢包，另一

人和被害人一同发现并捡包，后丢包男子假借

寻包并利用被害人急切为自己辩护的心理骗

取被害人银行卡密码，接着趁被害人不备窃取

被害人银行卡然后取走被害人银行卡内现金；

或者另一人借口平分财物，行至偏僻处以包中

假金项链、钻石等为质押，骗取受害人钱物，欺

骗不成甚至会转换为抢劫抢夺。

点评支招 犯罪分子丢包诈骗的手段

其实并不高明，但为何可以屡屡得手？其实，

他们主要是利用了人们爱贪小便宜的心理，受

害人如果不去贪图包里的东西，就不会上当。

所以，防范该类犯罪，主要靠提高自我防范意

识，不贪便宜，注意保护自己，不贸然随陌生人

走到偏僻无人处。

类型二：丢物诈骗

真实案例 2012年 2月 23日，两

名男子冒充民政局干部以检查低保为

名，到天长市郑集镇的崇女士家中，将其

家中 600元现金拿出来拍照，后掉包成

假币。

2012年 3月12日，两名男子冒充民

政局干部以办低保为名，到天长市石梁镇

的胡某家中，将其家中3200元现金拿出

来拍照，后掉包成3300元假币。

2012年6月2日，天长市仁和镇的孙

某向警方报案，一名男子骑摩托车以换零

钱为名，将其身上550元现金拿来换取，

后掉包成假币550元假币。

2012年 7月17日，天长市铜城镇的

肖女士向警方报案，两名男子冒充民政局

干部以办低保为名，收取手续费1000元，

另将其家中4000元现金拿出来拍照，后

掉包成4000元假币。

骗局分析 城镇地区嫌疑人主要

选择街边商店、小超市，通过购买烟酒的

方式，先给真钱，再通过更换要购买的商

品等方式，付给店主假币后快速离开现

场。农村地区，嫌疑人专门物色一些独居

老年人，身穿制服，头戴安全帽，冒充电

信、电力公司人员或冒充民政局干部以检

查低保为名取得老人信任后，利用老年人

防备意识薄弱的特点，用假币掉包对方真

币或乘机盗窃。此外，犯罪分子还经常以

喝喜酒没整钱，用零钱换整钱的方式实施

诈骗。

点评支招 犯罪分子利用事主的

惯性思维进行诈骗，老年人在家中要收好

财物，不要放在明处。社区内部加强联

系，邻里之间互相守望，一人独处家中时

要提高防范意识，可疑人员在自家活动时

尽量不要脱离视线。钱币离开视线后，要

重新核对、验钞。

类型三：假币诈骗

真实案例 2013年5月18日，

黄山市的胡女士接到电话，对方声称

是北京法院的工作人员，网络上查

询到对方的医保卡被冻结，身份信

息泄露被他人使用。并且在最近一

起吸毒贩毒案件中，对方招认她是

贩毒分子。为了洗清嫌疑，必须赶

紧把所有存款转移到指定账户，10

分钟内证明存款为正当收入后便可

转回。而且为了防止骗术被银行人

员识破，诈骗分子要求其在没有熟

人的银行办理，且用途就说购车

款。后胡女士在去银行汇款时，被

工作人员劝阻。

骗局分析 犯罪嫌疑人以多种

借口，如拨打固定电话，冒充电信部

门播放语音称事主电话欠费，或冒充

邮政播放语音称事主有一个快递邮

包没有领取，事主不明所以转人工接

听后，犯罪嫌疑人询问事主姓名身份

信息等后建议事主报警并帮忙转接

到公安机关，然后其他诈骗分子冒充

公检法等部门人员，以事主银行账户

涉嫌诈骗或洗钱等为借口，要求事主

把账户内存款转到所谓的“安全账

户”，待审查后归还事主。

点评支招 不要相信，不要理

睬，不要透露自己及家人身份、存

款、银行卡信息，更不要向对方汇

款、转账。各级部门均不存在审查

洗钱的“安全账户”，公检法部门机

关办案时需要面见，不会只通过电

话录音方式取证。犯罪分子通过技

术手段修改来电显示号码冒充公检

法，但是如果受害人主动拨打该号

码就能打到真实的公检法部门，识

破骗局。

类型四：安全账户诈骗

真实案例 2013 年 7 月 9

日，合肥市民许先生向警方报

案，称被人以其儿子被绑架的名

义骗走50000元。

2009 年 10 月 22 日，家住合

肥市庐阳区的古女士在家中接到

一陌生男子打来的电话，称绑架

了古女士的儿子，让她准备 9 万

元现金汇到他们指定的银行卡

上。古女士担心儿子的安危，立

即取了 9 万元现金，然后分两次

汇给对方。汇款之后，古女士联

系到其儿子，发现根本没有绑架

这回事。

骗局分析 犯罪嫌疑人向

受害人手机拨打电话，称其亲人

（多数是孩子）被人绑架，并听到

孩子大声哭喊，同时提供一个账

户索要赎金，赎金不是特别多，但

要求受害人不挂电话立即打款，

否则撕票。如果信以为真，把钱

打到账户上，就会上当受骗。类

似的还有犯罪分子冒充医院医护

人员、学校教职工等人员，虚构在

异地上学的孩子，遭遇车祸、突发

疾病等“紧急情况”，打电话给亲

属要求紧急汇款，一旦贸然汇款，

就上当受骗了。

点评支招 此类诈骗较容

易识破，孩子哭喊声可能都是犯罪

分子冒充的，因此犯罪分子多要求

立即汇款，且赎金金额不大容易筹

集，不给时间让受害人与其他家人

商量、借钱。遇到此类事情不要惊

慌，另外打个电话与家人核实就能

识破。

类型五：虚构紧急事件诈骗

编者按：

当前，“空巢老人”、“独居老人”比重
不断增加,老年关爱问题成为社会各界人
士普遍关注的重点。市场星报精心推出
“老年群体实用手册”系列报道，从防骗、
情感、理财、养老等多个方面，讲故事、教
防范、传技巧、拉家常，聚焦我们身边的
老年群体，用我们的方式为老年群体提供
服务和帮助。

类型一：老中医、老神医诈骗

真实案例 2013年6月4日上午，淮北

市吴女士在淮北矿工总医院大门口被两名找神

医看病的女子骗至新华巷附近，后在一名自称

“神医”孙女的女子配合下，被以神医算出其子

女有灾需消灾为幌子，诈骗现金5620元。发觉

被骗后，吴女士即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2013年 6月 29日，徐某、高某、宋某、张

某、卢某等5名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经过

突审，犯罪嫌疑人交代了以“神医”看病消灾为

名，从2012年 10月至案发，先后在淮北、宿

州、蚌埠、淮南、滁州和江苏宿迁等地实施诈骗

作案20余起的犯罪事实。

骗局分析 在该类诈骗中，犯罪分子多

为3～5人，其中与受害人接触的一般是3名女

性嫌疑人，分别为一托、二托、三托，一托、二托

搭上受害人后，带受害人一起找神医，行走过

程中，通过攀谈了解受害人家庭信息，跟听的

嫌疑人将受害人家庭信息传递给在约好地点

等候的三托。见面后，三托指出受害人亲属近

期有灾，并称其爷爷能帮其消灾，但需要现金、

贵重物品，消灾后即返还受害人。待受害人将

现金、贵重物品拿来后，三托又让受害人去买

消灾用的红裤头等物，借机脱身逃离。

点评支招 一名诈骗分子通过聊天的

方式套取受害人家庭情况等信息后传递给团

伙其他人，因此当骗子能“神奇”地讲出受害人

姓名、年龄等，这其实并不奇怪。防范此类犯

罪，要多学习防骗知识，破除迷信思想，不轻易

向陌生人透露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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