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领区内中国公民务必提高警惕切实防范以免掉入电

诈陷阱 

  新套路一：“司法文書”送貨上門 

  

 

  小李是墨爾本大學研究生，近期接到快遞公司語音電話說有郵包收取，之后又被轉接至

國內公檢法機關工作人員稱其名下有信用卡涉及境外洗錢案，隨后小李居然收到所謂“執法

機關”的“上門服務”。欺詐分子（亦或雇傭當地人員）自動敲門遞送假造逮捕令和保密協議，

要求小李當面簽署，在經歷過一套“組合拳”后，小李已深陷欺欺詐局，被要求將錢打入所謂

“清查賬戶”，形成巨大經濟損失。 

   

  新套路二：“虛擬劫持”跨區域化 

   

  電信欺詐分子針對我中國留學生施行“虛擬劫持”又出新花招！為逃避澳洲警方使用手機

定位追蹤到受害人，欺詐分子開端逼迫誘導受害人前往東南亞及一些治安較差國家或地區，

致使受害者人身安全面臨極大風險。 

   

  新套路三：假充使領館套取信息 

   



  中國公民小張因工作太忙，委托經過第三方（某照相館）向我館提交證件事務。隨后收

到假充我館工作人員的電話，謊報其所辦證件手續存在問題，要求小張當即供給事務訂單號、

名字、銀行卡等個人信息，乘機套取個人信息，圖謀行騙。小張覺得索要個人信息及銀行信

息與辦證實際情況不符，遂掛斷電話后當即致電我館求證，才發現接到的是欺詐電話。 

   

  新套路四：誘導網絡殺豬盤 

  

 

  結業于莫納什大學的小王同學希經過 Facebook 尋找兼職，但卻被欺詐分子誘導進行“網

絡出資理財”，形成重大經濟損失。據小王同學稱，欺詐分子經過微信群、WhatsApp 等社交

媒體自動要求添加小王為好友，然后使用“先行墊支資金”、短期內獲取豐盛贏利等謊話為釣

餌，誘導小王在所謂“福利網站”（實為博彩投注網站）出資。一旦卷進便無法自拔，網站會

以需求充值才干換回“出資”款的理由，不斷引誘受害人繼續“出資”，以到達騙錢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