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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跃萁

大数据时代，更多不同形式的网络贷款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不附条件”的审查、
“当天放贷”的诱惑、“无担保、抵押”的吸引使得众多急需用钱的消费者跃跃欲
试，但同时也让各种诈骗分子巧立名目、有机可乘。有的不法分子通过伪造监管文
件，对消费者实施诈骗，正如本文的案例中讲述的。

案情简介：银行员工精准识别网贷诈骗

近期，一名女性客户侯某来到某银行某支行，表示自己需要立即办理调高非柜面业
务支出业务。柜员随即为客户办理，并请侯某出示提高日限额所需的响应辅助资料
，侯某却表示不能提供响应材料支持其调额需求。

据了解，侯某目前的日限额为5000元，但她表示今日一定要取出1万元。该行运营
主管与客户展开了沟通，详细询问侯某的情况与需求。侯某讲述中，不断提到自己
的资金被冻结，“贷款”“提款”等情况。运营主管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果然，
柜员查询之下，侯某账户并无冻结记录等其所描述的异常情况。

柜员帮助其舒缓了情绪后，侯某的表述逐渐清晰，事情原委也开始明朗起来。原来
，侯某需要2万元周转资金，于是她决定上网找找“路子”。通过微信中的“搜一
搜”，一个名为“京东金融
”的贷款平台吸引了她的视线。于是，她在该平台上填写了基本信息。

不久之后，一个归属地为香港的号码拨来，向侯某确认贷款需求后表示后续会有其
他的贷款专员跟进此事。不一会儿，侯某便在微信上收到了好友添加请求。这名微
信好友指示侯某下载所谓的“官方APP”填写贷款资料（包括其身份信息及银行卡
信息）。

接着，侯某被告知其银行卡号有误，无法放款。该微信账号更谎称侯某银行卡被冻
结，请示其“领导”“张总”后，向侯某出具了一份名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贷款人侯××认证以及解冻贷款账户》的通知”，要求侯某通过“默
信”APP予以解决。果然，神秘的“张总”在“默信”对侯某说，需要向指定账户
中打款1万元用于“解冻”，并表示解冻后会将贷款总计3万元转入侯某账户。这才
有了案例开头所述侯某来银行调整限额一事，银行员工精准识别出这是一起“冒充
监管”进行网贷诈骗的案件，该行员工立刻协助客户向辖区派出所报警，并将客户
卡内资金冻结，为客户挽回资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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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网络诈骗构成犯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
公私财物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六
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目前电信诈骗
手段层出不穷，普通客户难以辨别极易上当受骗。

本案中，诈骗分子试图非法占有客户侯某的1万元财产，故意通过上传虚假网贷链
接，拨打虚假电话，下载第三方APP，冒充监管人员，虚构事实，使客户陷入账户
冻结的错误认知，从而做出转移财产的决定，其行为明显构成诈骗，具有明显的社
会危害性。根据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诈骗公私财物达到一定数额的，将构成犯罪。
因此，银行员工发现诈骗行为后，立即协助客户报警处理，使诈骗行为止于未遂，
保障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

银行员工敏锐察觉疑点，精准识别连环骗局，揭露了危害老百姓的“诈骗术”；体
察客户真情，阻止客户资金流失，守住了老百姓的“钱袋子”。

风险提示：谨防不法分子冒充监管部门实施诈骗

广大消费者必须保持平和心态，不要轻易相信“天上掉馅饼”，要主动学习、了解
更多金融知识，提高识别诈骗的能力，做好个人资产的风险防范，最大限度地保护
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同时也应主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自觉防范电信
诈骗，并积极举报身边的电信诈骗，净化身边的金融环境。

（一）银保监局无权冻
结任何单位和个人的银行账户。根据银保监会
的授权和统一领导，银保监局依照法律法规对辖内银行保险机构实行统一监督管理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但无权直接冻结任何单位或个人的银行账户，更不会向消
费者收取任何形式的保证金、认证金等名目的费用。消费者遇到类似情况要保持头
脑冷静，切勿被不法分子所谓“账户资金被冻结”“将承担法律责任”等说辞迷惑
，不要轻信谎言，以免落入骗局。银保监局不会上门回访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合作开
展维权业务，保险消费者务必提高警惕，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谨防不法
分子冒充监管部门实施诈骗，保障个人财产安全。如果接到相关电话，应当第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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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向保险公司（官网公示的电话）或监管部门核实并反映情况。遭遇诈骗造成损失
的，应保留相关证据、线索，并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二）厅堂引导重细节，多看多问多提醒。银行员工在引导客户办理业务时，与客
户多沟通,了解资金用途，密切关注客户办理业务时的情绪与意向，有效甄别客户所
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对有违常规的人和行为多留心、多关注、多提醒，不让一笔可
疑交易从手中漏过，避免客户的账户资金遭到损失，做好防范电信诈骗风险提示和
柜面防范工作。

（三）银行员工多学习，遏制风险在源头。银行一线人员需加强业务知识更新及专
业能力提升，把好客户资金出入的第一道关，提高员工防范电信诈骗的意识，加强
对柜员、大堂经理
及保安人员等的防诈安全教育培训，要求柜员、大堂经理及保安人员多观察、勤沟
通，善意提醒客户对可疑电话、短信等要警惕与防范，避免客户资金损失，担起资
金流出“防火墙”的职责。同时也应持续做好金融知识普及的工作，积极向客户宣
讲、解释银行业务办理常识、电信诈骗犯罪特点等，并通过柜面宣传引导、张贴提
示标语等方式告诫客户不要轻信各类中奖信息、退款信息等，提醒客户保护好自己
的密码和存款介质。

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猖獗，强化账户开户源头性风险迫在眉睫。作为直接面对客户
的商业银行，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异常开卡特征，灵活地将理论知识用到实际工作中
去，按照“了解你的客户”原则审慎办理业务，发现异常行为及时进一步核实，及
时反馈，及时总结，及时汇报，全力以赴，按照“断卡”行动原则切实防范涉案账
户，将风险遏制在源头，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招商银行西安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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