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范“快递电信诈骗” 

 

【案情简介】 

李女士近期遭遇了一起精心策划的“快递电信诈骗”。某日，一

名自称是“快递员”的人与李女士取得联系，声称她有一个快递，但

收件地址不清楚，只能看见电话，由于这个快递需要当面签收，要求

李女士告诉其地址。当李女士见到该“快递员”，正准备签收快递时，

她接到了另一名自称是“快递站工作人员”的电话。对方声称该“快

递员”送错了快递，但现在又联系不上他，请李女士让“快递员”接

听电话，李女士遂即将自己的电话转交给了“快递员”，让其接听。

随后该“快递员”要求李女士扫描一个二维码，并向其提供所收到的

验证码信息，以便确认快递是否配送正确，当“快递员”拿到验证码

信息后，告知李女士快递已确认签收，便离去了。 

李女士回家半小时后，收到了银行的取款短信，她赶紧与银行客

服联系，经反复确认后，自己银行卡的钱已全被转走。再电话联系“快

递员”及“快递站”，显示对方为虚拟号码，已无法接通。李女士反

复回想刚才扫码的场景，意识到自己被骗了，遂而向公安机关报案。 

【案例分析】 

这是一个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例，诈骗分子通过获取的信息，伪装

快递员、冒充快递站等手段，引诱受害人扫二维码，提供验证码，从

而窃取个人信息和财产，实施诈骗。 

近年来，网络购物在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伴随着

如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等一些潜在的风险，不法分子通过编织陷阱，

一步步骗取消费者信任，非法获取持卡人的网络交易身份识别信息、



交易验证信息，就可能实现盗刷银行卡，实施电信诈骗，造成消费者

财产损失。 

【风险提示】  

一是提高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不随意签字授权，注意保管好

个人账号密码、验证码、人脸识别等信息，妥善保管银行卡、身份证

信息，拒绝出租、出借或买卖个人信息及银行卡； 

二是采取有效措施防范个人信息泄露，妥善保管或及时销毁各种

账单、快递单和交通票据，切勿随意丢弃； 

三是及时、正当维权，一旦发现自己被骗后，应保持冷静，第一

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配合公安部门寻找有用信息，协助公安机关打

击电信诈骗，维护自身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