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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澳
通信和媒体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澳电话诈骗
方式主要是提供免费旅游、谎称“中大奖”

“政府退税”等，其中针对移民的电信诈骗
也比较流行。

诈骗犯冒充移民部门官员给持临时签证
的移民打电话，谎称对方签证出现问题，需
要缴纳相关费用，否则将被驱逐出境。对
此，澳移民局表示，政府不会致电要求支付
签证费用，希望大家不要理会这样的电话。

要防范诈骗分子骚扰，民众可以向澳大
利亚电话局申请免费的“电话号码保护”服
务，这样就可以拒绝所有市场营销人员来
电。不过，也有人利用这项服务进行诈骗，
称需要支付一定费用才能开通这项服务，而
这个服务实际上是免费的。

澳大利亚
提供“电话号码保护”

国外如何防范电信诈骗国外如何防范电信诈骗
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在我国屡

有发生，防电信诈骗已经成为当下人
们生活的一部分。

实际上，不只中国有电信诈骗，
电信诈骗早已是一种“全球病”。各
国骗术不同，政府等各界的应对措施
也各不相同。那么，面对五花八门的
骗术，国外是如何从源头堵住这些骗
局的呢？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韩
国等国家的做法是：从制度和技术层
面着手，采取不同防范措施，并指导
公众掌握一定的对应策略。

韩国警察厅有关电信诈骗的数据显
示，今年第一季度，“冒充型”诈骗数量大
幅 减 少 ， 而 “ 贷 款 型 ” 案 件 增 幅 高 达
80%。在釜山地区，今年截至 7 月发生的

“贷款型”电信诈骗共478件，较去年同期
增加 100 多件。而冒充式诈骗数量为 95
件，较去年同期的339件减少超过70%。

韩国警方表示，“贷款型”电信诈骗的
具体手法是，以银行、储蓄银行、融资企
业、贷款企业的名义，通过电话短信介绍
贷款产品，利用信用调整费、保证金、中
介手续、先付利息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者
向他们指定的账户汇款。此类诈骗案件多
以生计困难的低信用者为目标，“低利率、
手续简化的贷款”对他们来说极具诱惑，
加上受骗金额往往不是很大，很多人不愿
向有关部门举报，因此给了“贷款型”诈
骗犯很大的作案空间。

为应对这种情况，韩国警方正通过视
频、传单等多种方式，加大具有针对性的
预防宣传活动。韩国警察厅还将今年的7月

至 8 月定为“预防电话金融诈骗集中宣传
期”。

“电信诈骗！这样的电话 100%是诈
骗。”韩国警察厅在宣传海报上这样写道，
具体的情况不仅包括“会给你低息贷款，
但请先付利息”等“贷款型”案件，还有

“请点击网站输入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已
泄露，安全起见请通过银行账户汇款”
等。韩国金融监督院于8月25日推出“预
防电信诈骗10戒律”宣传材料，并通过与
韩国放送通信委员会合作，在8月31日向
韩国民众发送了“预防电信诈骗”短信。
不过有专家表示，除了加强宣传工作，韩
国警方应该重视一线调查人力不足等现实
问题，制定“治本之策”。

除了警方，韩国金融界为应对电信诈
骗案频发也进行了政策调整。去年9月，韩
国银行将“延迟提款制”的金额限度从300
万韩元降低到100万韩元，即收到100万韩
元以上银行转账后，若想将钱从自动提款
机里取出来，需要等待30分钟以上。

韩国 “延迟提款制”冻结账户30分钟

日本的电信诈骗主要针对富裕的老人。
诈骗者一般会谎称为对方的子女，编出丢了
公司支票等理由要求父母垫钱。骗子还会谎
称为警察，称受害人账户涉嫌非法活动，要
求其转账到安全账户。还有骗子谎称受害者
在某网站的会员费未付清，可能面临官司。

据日本警察厅统计，仅在 2014 年，日
本电信诈骗案涉嫌金额已经超过 500 亿日
元。

为了打击电信诈骗，日本警方加强与银
行的联动，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监控银
行账户异常交易、银行店面转账汇款超过15
万日元时须出示身份证件、同一家银行每人
只能开设一个账户、银行 ATM 限制单次及
单日转账额度、禁止银行账户买卖等。

2007 年，日本议会通过了 《假冒账户
存入受害者救济法》，授权银行对可疑账户
进行冻结，并对受害人的债务减记、受骗金
额返回等做出规定。

新的技术手段也是打击电信诈骗的利
器。日本一些银行最近推出防诈骗 ATM
机，一旦ATM机探测到取款者边打电话边
进行转账操作，就将强制停止转账。

日本富士通公司和名古屋大学还合作开
发出一种“手机会话分析软件”，将迄今为
止诈骗汇款内容中包含的所有关键词设定为
危险词语 （如交通事故、汇款等）。另外，
老人在受到重大打击时，语调会突然变高，
该软件可基于关键词和语调变化等，综合判
断老人是否可能正被诈骗。软件一旦发现老
人处于被欺骗状态，手机会马上发出警报
声，并在手机屏幕上显示提示语：“这可能
是诈骗电话，请注意！”

据《环球时新》、新华网

日本
银行冻结疑似诈骗账户

最近巴西 《环球报》 等主流媒体的不
少文章，都开始总结该国电信诈骗方式，
比如伪装成可口可乐、大众等知名企业通
知受害者获得奖品，通过电信运营商拨打
虚假技术支持电话等。一项统计数据显
示，电信诈骗在巴西的诈骗案件中所占比
例最高，平均每年35%左右。

利用各种手段套取信用卡信息，是巴
西诈骗分子重要的生财之道。在巴西不少
网站上，只要输入信用卡号、用户名和安
全码等信息，就能随意消费，所以信用卡
很容易被盗刷。对此，巴西各大银行购买
了相关保险，只要客户打电话申诉被盗
刷，银行经短暂核实后，差不多在两周时
间里可以将款项退回给客户，并冻结相关
账户。而盗刷成本则由保险公司来支付。

除了电信诈骗，个人信息在巴西很容
易泄露和被盗用。巴西每人都有一个税
号，这个税号就像身份证一样，办理各项
业务都需出示，而只要有业务和个人税号
挂钩，这就意味着此人要支付相关款项。

《环球时报》记者此前查阅电话账单时，曾
发现一个陌生号码的通信记录，而这就是
犯罪分子利用记者的税号注册的另一个电
话号码。在这种情况下，记者要求通信公
司注销该号码，否则还要承担产生的相关
费用。

巴西瓦加斯基金会国际法专家埃万德
罗对 《环球时报》 记者表示，在任何时
候，都不要轻易将个人信息透露出去。他
强调，特别是银行卡安全码等信息。值得

注意的是，即使是广受信任的信用卡业务
部门，可能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安全。《环球
时报》记者曾经拨打信用卡中心电话办理
业务，对方核对个人信息发现记者是外国
人后，试图索要信用卡安全码。而这在巴
西非常危险。埃万德罗表示，信用卡安全
码只能在柜台当着值班经理的面出示，没
有例外情况。

不过巴西朋友告诉记者，由于近年来
巴西政府和媒体都在大量宣传电信诈骗对
人们生活的威胁，因此除了部分老年人容
易上当受骗，大部分人看到此类信息一般
都是一笑了之。

巴西 银行买保险帮追信用卡“盗刷”

纳税是美国人生活中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也是美国电信诈骗犯最惯用的行骗由头。

2015年，美国联邦机构破获美国有史以来
最大一桩冒充税务部门行骗的诈骗案。该诈骗
集团利用美国人不敢怠慢税务部门的心理，两年
间诈骗了3000余人，诈骗金额超过1500万美元。

面对无孔不入的诈骗行为，美国国会继
1991 年通过 《电话消费者保护法》 后，又在
2003年通过《控制非自愿色情和推销侵扰法》。

美国在其境内的电信运营商之间建立了一
个名为“拒绝来电名单”的注册网站，让民众
免费上网注册自己的家庭电话或手机。注册成
功后，除了慈善机构、政治团体或电话调查
者，任何人向这些号码进行电话推销都被视为
非法行为。用户如果再被骚扰，可到该网站举
报。任何号码一旦被用户列入拒绝来电名单，
则31天内都不能再给用户打电话。若来电涉及
强行推销、欺诈，消费者有权向网站投诉。

“拒绝来电名单”一经推出就赢得了民众的
广泛支持。美国国会甚至考虑将此方法扩展至
电子邮件领域。联邦通讯委员会已经针对无线
装置设计出类似软件。最近，美国联邦通信委
员会还敦促美国主要的电话公司采取措施，免
费为消费者提供自动呼叫电话拦截技术。

美国
建立“拒绝来电名单”网站

在德国，低级的电信诈骗比较罕见，通过
发短信和打电话行骗的案例很少。

一则因为德国人的个人数据保护意识很
强，骗子很难收集到行骗所需要的大量个人信
息；二则因为德国的数据保护法规较为严格，
法律严格规定任何服务单位都不得泄露客户的
个人信息。

一般来说，商家会采集顾客的部分信息，
在宣传促销活动时会偶尔使用电子邮件通知顾
客，但绝对不允许向顾客发送短信或打电话。

德国的电信诈骗犯很少在国内下手，还因
为忌惮德国完备的个人信用网络。在德国，个
人在银行开户时不仅要实名登记，还要接受严
格的身份检验，身份证、家庭固定电话、工作
单位等都要进行存档备案。开户者还要和银行
签订“信用合同”。

此外，用户在签订手机、网络等合同时，
也要实名登记，并签订“信用合同”。银行、电
信、网络、租房等公司会定期将用户的个人信
用信息向德国信用信息处理机构 Schufa 报告。
这样，一旦发生电信诈骗，银行可以轻松通过
Schufa系统查出相关信息，帮用户把钱追回来。

所有德国个人和公司在Schufa都有档案和
评分。系统将自动扣除被查出涉嫌电信诈骗的
个人和公司的信用分。银行也将向涉嫌诈骗的
个人或公司发出警告。如再犯，该个人或公司
三年内将无法在银行开户，还可能被处以高额
罚款，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

德国
银行帮忙追回被骗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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