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 年 3月 22 日 12：20，诈骗分子通过微博联系我校 A 同学，

声称要购买其网络游戏账号，A同学拟以 950 元的价格在交易猫上售

卖游戏账号。

A 同学认为交易猫是正规平台，认为交易应该不会被骗，但是 A

同学刚刚注册交易猫，不能立刻完成交易。诈骗分子提出可在交易猫

上下单，通过第三方担保服务完成交易，并提供订单及付款截图。

在诈骗分子的引导下，A同学扫码联系所谓“交易猫客服”，“客

服”表示因购买方已经购买账号担保及找回包赔服务，需买卖双方支

付带零头的保险费，交易完成后返还到双方账户。

12：31，A 同学扫码转账 1000 元。随后该“客服”表示，由于

转账金额没有携带零头，已被企业银行账户识别为陌生资金冻结，需

支付 4000 元才可解冻账户完成后续交易，并承诺交易完成后支付的

保险费和解冻资金会返还。

“买家”与 A 同学达成协议：A 同学支付 1000 元，余下 3000 元

由“买家”支付。

12：54，在“客服”的要求下，A 同学扫码支付 1000.1 元，同

时，诈骗分子提供 2000 元付款截图并表示银行卡限额不能继续支付

余下 1000 元，要求 A同学支付余下的 1000 元，以便完成后续交易。

A 同学向“客服”提出结束交易，返还已经支付的 2000 元，但

“客服”和诈骗分子再三催促 A 同学继续支付 1000 元，解冻账户完

成游戏账号交易。

A 同学发现受骗，立刻拨打驻校民警电话，A同学被骗 2000 元。



防范措施：面对陌生网友发来的求购、求售游戏账号等信息要保

持警惕，注意识别对方身份，避免被诈骗分子利用。如确有游戏交易

的需要，建议选择官方正规渠道进行交易，避免脱离平台使用软件进

行私下交易。

切记：买卖游戏账号必须在正规平台进行交易，一旦涉及转账必

须警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