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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诈骗分子改变了以往点对点拨打电话、添加好友等形式，

通过网络广告、“网红”视频、短视频直播等线上方式宣传引流，

其传播速度更快，波及范围更广，也极易让人受骗。

去年 2 月 23 日，关于“缅甸网红李赛高真实身份是缅北诈

骗团伙”的消息在网上广泛流传。原来短视频平台上名为“贵

定公安”的官方账号发布了一则百万网红李赛高唱歌的视频，

并且还在视频中提醒网友：“缅甸网红李赛高真实身份是缅北

诈骗团伙。”据悉，“贵定公安”是贵定县公安局的官方短视

频账号，此次发文等于是“实锤”了李赛高的真实身份。警方

表示，这么做是为了广大网友不再受到该团伙诈骗。

到了今年，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出现，生成式人工智能

技术（AIGC）持续火爆，随之而来的法律、安全与伦理挑战也

越来越大。中国多地爆出“AI 诈骗案件”。先是内蒙古包头警

方发布消息，4 月 20 日，福建省一知名企业家遇上了“高端”

骗局，对方通过 AI 换脸和拟声，佯装成好友对他实施了诈骗，

致其被骗走 430 万元。后有安徽安庆公安透露，诈骗分子使用

了一段 9 秒钟的 AI 换脸视频，骗取安庆一男子 132 万元。

上海市君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朱平晟律师在接受《新民周

刊》采访时表示，过去的电信诈骗多半是通过文字信息伪装成

熟人，或通过电话伪装成各个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诈骗，但在

AI 声音模型技术辅助下，骗子可以很轻易地模仿熟人声音进行

诈骗，“声音之外，换脸技术的提升更使得骗局的成功率大大

提高”。

瑞莱智慧联合创始人、算法科学家萧子豪则告诉《新民周

刊》，AI 诈骗是在传统诈骗的基础上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并

不意味着传统诈骗手段不再存在或不再有效，只不过是增加了

诈骗的复杂性和识破诈骗的难度。相比传统诈骗，AI 诈骗利用

了“眼见为实”常识，降低了受害者的警惕性，也导致这类诈

骗很难防范。

但“事出反常必有妖”的铁律在任何时代都成立，遇事保

持足够的清醒和质疑非常重要。尤其是涉及个人财产的时候，

就需要提高警惕。

不过，记者注意到，近日诈骗形式又出现了“返璞归真”

的趋势——骗子用邮寄快递的方式广撒网，只要收件人扫描了

包裹内奖券上的二维码，就有可能一步步落入陷阱。

好消息是，今年以来，公安部仍在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等

非法跨境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3 月 20 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安部、缅甸联邦共和国国家警察局、泰国国家警察总署联合

举行的人口贩卖问题三国三边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提出将联

合打击人口贩卖、电信诈骗等跨国犯罪。6 月 19 日，6 名电信

诈骗犯罪嫌疑人在中缅泰三方联合打击缅泰边境涉电诈犯罪行

动中被抓获，从缅甸被押解回国。

今年 3 月和 5 月，中国驻缅甸大使陈海也曾两次在内比都

会见缅甸副总理兼内政部长梭突中将，双方就加大力度打击缅

北地区电信诈骗、赌博等非法跨境犯罪活动进行协商。陈海指

出，针对缅北电信诈骗，“必须加大力度协同行动，重拳出击，

治标治本”。梭突中将也表示：“将对缅北势力和相关人员进

一步形成震慑，维护两国人民安全和利益。”

但就现实情况而言，想要彻底解决这一顽疾，可能还有一

段较长的路要走。（吴雪对本文也有贡献）

许多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程序也层出不穷，甚至包括变脸软件和“一键脱衣”

等应用程序。

到付快递成诈骗新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