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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2021_2022__E7_BD_91_E

4_B8_8A_E8_B4_AD_E6_c40_63365.htm 数码产品是网上购物

的主流，为省钱不少网民喜欢买水货。顺应顾客的消费心理

，网店打着“香港”公司旗号大做行货及水货买卖。而一些

网上黑店依靠这种投机行为，引得消费者频频上当。 重庆金

算盘公司的刘先生是网上购物的行家，家中的PSP游戏机和数

码相机都从网上购得。不料，却老马失蹄上周，他在网上看

到香港××国际贸易公司有正品行货诺基亚N91手机，于是

与网店经理王某联系。 刘先生说，对方把身份证及公司营业

执照复印件发给我，以求得信任。本来刘先生打算用购物网

站的支付工具，对方却坚持将3500元货款汇到其账户上。由

于价格比市价便宜上千元，刘先生便将钱打了过去。不料，

款到后对方又说，必须要买5台，并让刘先生先支付一半货款

。第三天，对方联系刘说货已到，由于是走私货，必须再支

付3万元风险金才可交货。刘不同意，要求退还3500元货款。

对方随即提供香港总部电话00852-652981**，让刘与香港公司

联系。电话打去却一直无人接听，刘先生才知受骗。 其实，

类似案例并不少见，业内表示，网上行骗手法大多如出一辙

，如公司名称加香港前缀，但联系人和手机却为内地，通常

是深圳、广州、福建等。联系电话虽留的是香港电话，但拨

打不是占线，就是无人接听。汇款账号同样也是内地的。产

品标价往往超低，通常只有市价的一半，打的是走私或没收

货。 业内提醒，预防这类骗局可先向运营商查询其手机号码

归属地，同时索要对方商业登记证，持牌人身份证，确认对



方是否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另外还可电话咨询相关银行，确

认对方提供的银行卡号是否为内地账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