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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演员孙艺洲在社交媒
体平台上发文称，其收到了一张
快递蟹卡，扫码后却发现疑似新
型诈骗，并提醒收到类似快递的
网友谨防上当，“天上不会掉馅
饼，也不会掉螃蟹”。

“孙艺洲同款骗局我也遇到
了”“原来是新型骗局，我妈坚信
这是礼品，鼓捣了三天，只能说骗
子真的越来越用心了”“原来有这
么多人都收到了骗人的假蟹卡”

“你以为人家想请你吃螃蟹，其实
是想骗你钱”……网友们也纷纷
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遭遇

“明星同款”诈骗的经历，其中有
不少人表示，最初还以为这是亲

朋好友寄来的节礼。
10月螃蟹肥美，又适逢中秋佳

节，以假乱真的蟹卡让许多消费者
“乍看真的没反应过来有什么不
对”。上海网友朱女士告诉记者，自
己一直是多家商户的忠诚顾客，以
往也会收到月饼、饰品、代金券等各
种节日礼物，因此收到蟹卡的第一
反应是哪个品牌送的，直到看见“致
尊贵客户的一封信”中写着“天猫平
台全网随机抽取10万名在平台有
着5年以上购物记录的活跃用户赠
送2388型（价值约500元）鲜活螃
蟹提货卡”，才意识到这张蟹卡原来
是升级版的骗术。

“这封信写得太假，而且如果

真的抽了 10万人送螃蟹，平台肯
定要做宣传的。其实以前也收到
过‘别扔，扫码领现金’‘添加客服
微信送破壁机’这类小卡片，不用
想就丢掉了，蟹卡只不过是改头
换面了，一时没反应过来。”朱女
士说。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朱女
士们”识破新骗局的理由不一。有
人质疑邮寄高价值蟹卡为什么不用
顺丰快递；有人对无须刮开涂层，可
以直接看到卡片上的提货码感到不
合理；甚至还有人表示，自己从来没
中过奖，看见“随机抽取”就知道是
骗子的手段了，但也有人在扫码入
群后才发现被骗。

蟹季来临，一种新型诈骗浮出
水面。近日，演员孙艺洲在发文称，

“收到快递是一张蟹卡，以为是哪位
朋友送的。扫了下，发现好像是诈
骗！”无独有偶，近几天，在各大社交
平台，不少网友都晒出了自己收到的
蟹卡，根据网友反馈，扫描二维码添
加“在线客服”后，各家客服的“套路”
各不相同。警方提示，“扫码之后，大
多数都是‘入群再领礼品’‘引导下载
app’‘做任务’之类的操作。最终就
是为了获取信息，骗走钱。”

蟹卡作为一类特殊商品，近年
来频频成为舆论热议的对象。前些
年，蟹卡的超发、空转现象，以及由
此衍生的期货化风险备受争议。而
最近，一种以蟹卡为介质的新型骗
局，更是搅得“全网惊魂”。此类骗
局整体的涉案范围、涉案金额还不
得而知，但在警方通报的典型个案
中，已有受害者损失数万元。从中
不难想象，此类骗局危害不小。

根据既有信息梳理，会发现，蟹
卡诈骗看似新颖，其核心的原理、套
路，却没什么特别。在整个过程中，

“蟹卡”通过邮寄到家的方式，实现
了与目标对象的“直接接触”，继而
借助于“扫码”等动作，来完成关键
一步的获客转化。在按提示走完

“加客服”“进群组”的一波流程后，
受害人成了被圈住的“猎物”。置于
诈骗团伙精心营造的闭环链条内，
个体往往更容易被说服，从而稀里
糊涂掉坑、云里雾里被骗。

严格说起来，在所谓蟹卡骗局
中，蟹卡只是最初的诱饵，是一套缜
密诈骗机制的触发点。诈骗团伙之
所以选择蟹卡行骗，无疑有着精心
的算计。首先，时下正是蟹季，蟹卡
来来往往“满天飞”，邮寄一张假卡
上门俨然毫无破绽；除此以外，蟹卡
之所以被骗子盯上利用，也是因为
其自身的产品特性。一直以来，蟹
卡“提货难”“长延迟”等情况普遍存
在。在此大背景下，蟹卡诈骗一番
的“话术说辞”，也就不显得突兀了。

现实中，蟹卡提货通道，以“过
季”“备货不足”“品质不佳”等为由，
转而给消费者提供“等价物”替代，
也是司空见惯的操作。从近些年的
市场反馈来看，围绕蟹卡类商品，供
需两方可以说处于极不对等的格
局。按理说，商家必须无条件“见卡
兑蟹”，可实际的状况却是，商家成
为强势主导的一方，单方面决定客
户能提什么货、怎么提货、什么时候
提货。

就此而言，新型的蟹卡诈骗，无
疑是对这种扭曲的市场关系结构的
放大。蟹卡诈骗，正是看到了其中
的混乱，浑水摸鱼、精准设陷。

一个本就畸形的产品，让一个
并不高明的骗局有了迷惑性与破坏
力。根除蟹卡诈骗的土壤，终究要
诉诸市场良序的重建。

据光明网-时评频道 然玉

新闻 评论

蟹卡诈骗，
放大了一个
畸形产品的乱象

那么，哪些人成了“换汤不换
药”的蟹卡诈骗的目标？一位反
诈志愿者表示，尽管这一骗局的
真相已经广为传播，但仍有部分
人对网络信息不敏感，在免费礼
物的诱导下扫码入群；或自以为
看透了骗子的套路，试图反过来
利用前期的返现诱饵赚一笔钱，
却未能及时抽身，最终上当受骗。

“每次刷到反诈视频，我都会
把自己没见过的骗术转发给父
母，确保比骗子走快一步。”在北
京工作的张女士告诉记者，她收

到不明快递会直接拒收，网购留的
地址也是附近丰巢、驿站等，如果遇
到蟹卡诈骗“相信自己能马上反应
过来”，但家中长辈不常上网浏览信
息，平时对保护个人隐私也不够重
视，经常在一些小店开卡享受优惠，
丢弃快递外包装时也没有涂抹个人
信息，很容易导致姓名、电话、地址、
年龄等信息泄露。“再加上我经常给
家里买东西，担心他们可能会分不
清哪个是骗子寄的快递。”

“我们家在聊天的时候，经常会
说到网上有人遇到了什么样的骗

局，免费的才是最‘贵’的。希望快
递公司也能更好把关，尽量从源头
上掐断这些‘免费礼物’的通道。”张
女士说。

警方提示，在收到不明快递时，
一定要登录官方网站，查看物流信
息和快递员信息，验证快递员身份
和包裹内物品，切勿扫描不明包裹
内的二维码卡片，不要点击陌生链
接，填写身份证号、银行卡号、手机
号等个人信息，务必提高警惕，避免
上当受骗。
综合中国商报 光明网 澎湃新闻

值得关注的是，蟹卡诈骗已
有受害者出现——5日，上海闵
行公安分局发布紧急预警称，近
期，崔某收到装有印着二维码的
大闸蟹兑换卡的快递，其扫码后
加入微信群聊，在群聊中根据客
服的引导关注店铺、下载聊天
App并参与刷单返利等任务，被
骗2万元。

“这是新型诈骗引流手段，骗子
会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事主的个人信
息，通过广发快递的方式向事主邮
寄提蟹卡，目的就是让事主扫码进
群，进而实施刷单诈骗，或是投资理
财诈骗。”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官方微
信公众号发布的反诈视频揭露了蟹
卡诈骗的来龙去脉，并提醒大众对
不明快递务必提高警惕。

从常用的手机支架、湿巾、保温
杯，到应时的月饼提货券、大闸蟹兑
换卡，这些免费礼物背后都是扫码
入群的陷阱。据上海警方介绍，骗
子会要求扫码入群者下载App，参
与刷单任务，前期以小额返利获取
受害人信任，后期要求其大额充值
后，不予返还本金和返利，最终完成
诈骗。

警方几点提示，可识破“披着外衣的诈骗”

已有人上当受骗，警惕“馅饼”背后的陷阱

小心大“诈”蟹！
孙艺洲同款“蟹卡”骗局需警惕

“收到快递是一张蟹卡，还以
为是哪位朋友送的。扫了一下觉
得不对劲，又搜了搜，发现好像是
诈骗！”近日，社交平台上一则明星
疑遭蟹卡诈骗的消息引发网友热
议。从手机支架、湿巾、保温杯到

“换汤不换药”的大闸蟹兑换卡，这
些扫码邀请入群的免费礼物早已

“标好了价格”。对此，警方提示，
收到不明快递务必警惕“馅饼”背
后的陷阱，避免上当受骗。

骗子套路又“进化”了，这次瞄上了“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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