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对学生的新骗局

面对科技的迅速发展，手机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但是手机里为学生们“量身定制”的骗局，往往暗藏危机。

以下为我们为大家梳理的几种典型诈骗行为：

一、买卖游戏账号。

玩游戏的同学们都知道，游戏账号越高级，账号能卖出的钱

就越多。

近日，刚放暑假的高中生小王在玩游戏的时候，游戏好友突然联

系自己，想要收购他的高级游戏账号。小王最近缺钱，想着卖了

游戏账号去买其他东西也挺好的，于是就加了游戏好友的联系方

式。但是没有经验的小王面对游戏好友接连的“专业”质问，一

时心慌。就按照游戏好友说的平台进行交易了。殊不知，这个平

台是游戏好友自己做的钓鱼网站。接着游戏好友伪造了一个看起

来“支付成功”的页面，让小王误以为自己已经收款成功。可是

当小王提现的时候，平台却显示操作失误、资金被冻结。游戏好

友开始上演自己的剧本“一边安抚小王，一边找平台解决问题，

又一边假冒交易平台的客服”声称小王是因为个人操作失误，资

金才被冻结。所以需要一定金额才能解冻，解冻后会把两笔资金

一起还给小王。小王刷父母的卡缴纳了解冻资金后，游戏好友还

是说不行，又给了小王一个银行卡号让小王进行转账。多次转账

后，依旧没有到账。这个时候小王妈妈才发现自己的卡进行了多

笔扣费，赶紧阻止了小王，随后报警了。



二、诱导打赏游戏主播。

豆豆马上开学了，老爸准备给豆豆线上交学费。可输了几次

密码都显示“余额不足”。家里全部的积蓄都在这张卡上，怎么

可能没有钱呢？老爸赶紧去银行查询银行流水，发现这些钱

全部都被转去了豆豆学习使用的手机上，并且被充值进了某短视

频平台和游戏平台中老爸知道之后，为了拿到骗子实施诈骗的证

据，让豆豆再次联系主播打赏并记录了全过程经过大量的收证、

举报，最后追回了打赏的金额。

三、游戏皮肤免费领取。

此类骗局屡见不鲜，大多是以扫二维码或网页领取，这种网

页与二维码极有可能是附带了网络病毒，窃取手机信息甚至有的

会盗取隐私密码等，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我们要擦亮眼睛，不

要贪图小利，卷入诈骗的陷阱。

大家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支付账号、密码。多和了解类似的

诈骗案例，知道这些电子产品背后的危险。避免沉迷网络，树立

正确的网络游戏消费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