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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有关系可以帮忙办理取保候审期间的“请假”和“判缓刑”骗取
他人钱财，6 月 28 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昆都仑区检察院对涉嫌诈骗
罪的王某提起公诉。近日，法院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年，撤销前罪诈骗
罪缓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1.3万元。

2021 年 7 月 12 日，王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在看守所羁押期
间，结识了同监室的李某。10 月 14 日，王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
月，缓刑一年。

同年 12 月，王某在与被取保候审的李某聊天过程中，谎称自己有
关系，能为李某在取保候审期间办理请假及判缓刑，骗取李某 2.2 万元，
并将赃款用于个人消费。

但李某在取保候审期间的请假迟迟批不下来，她到检察机关签署
认罪认罚具结书时，检察官告知其有可能被判实刑，李某这才知道自己
被骗了。

2022 年 6 月 8 日，王某涉嫌诈骗罪一案被移送至包头市昆都仑区检
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
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到案后，王某家属已
全部退赔被害人，得到被害人谅解。 （沈静芳 杨志宏）

自称有关系可帮忙
缓刑期内又坑“狱友”

个人征信是数字经济背景下人们的“经济名片”，征信一旦出问
题，会对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产生影响，一些不法分子便谎称能修复
征信，从而进行诈骗。9 月 1 日，经河北省磁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
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

王某今年 28 岁，平日里爱刷短视频、看直播、打赏主播，但打
赏主播这笔开销让他常常为钱发愁。有一次，在朋友圈刷到的一条信
息让王某产生了挣钱的“灵感”。

陈某在朋友圈求助，询问谁有办法帮忙处理个人征信问题，她因
征 信 问 题 没 能 通 过 银 行 的 贷 款 申 请 ， 还 标 注 上 了 “ 急 ！！ 急 ！！
急！！”。王某看到后，随即联系陈某，谎称自己在银行有关系，可以
帮助陈某“修复”征信，帮其从银行贷款，但他以银行需要抽取佣金
为由，要求陈某支付一定的中介费。陈某信以为真，先后向王某转账
3 万余元。同时陈某的朋友李某和吕某也分别向王某转账 2 万余元，
请王某帮忙处理征信问题。

陈某、李某、吕某多次询问王某贷款办理的进度，王某以各种理
由搪塞，陈某觉得其中有问题，随即报警。经审查，王某将诈骗所得
的 6万余元全部用于打赏主播。

（赵小雨 程超）

谎称能帮忙修复个人征信
收取中介费用于打赏主播

5 人借“假摔”生财，专对“摩的”下手。9 月 16 日，经湖南省
沅陵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杨某、李某有期徒刑
七个月和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并处 3000 元至 1000 元不等的
罚金。

2020 年 8 月 5 日，谌某、侯某、向某、杨某、李某商议通过搭乘
“摩的”假装摔倒并要求赔偿医疗费的方式诈骗他人钱财。8 月 21
日，侯某驾车搭乘 4 人从怀化出发到达沅陵，锁定目标后，由杨某、
李某假扮夫妻搭乘被害人卢某的“摩的”，谎称要到沅陵县高速路
口。到达目的地后，李某下车时人为地让“摩的”倒地，杨某顺势从
车上摔下，并谎称自己受伤，李某建议去医院治疗。在沅陵县医院，
李某给侯某、谌某、向某 （此 3 人另案处理） 打电话告知事情进展。
此 3 人赶到后为避免事情败露故意与医生发生争执，并提议去怀化市
医院就诊。双方到怀化市医院后，谌某、侯某、李某要求卢某赔偿私
了，最终卢某向杨某、李某支付 1.6 万元。事后，卢某感觉自己被敲
诈了，便报了警，很快 5人被抓获归案。

检察机关经审查后认为：杨某、李某构成诈骗罪。在共同犯罪
中，2 人均起主要作用，系主犯。2 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系坦白，且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李某退赔被害人损失，取得被
害人的谅解，对其可以酌定从轻处罚。

（向晓玲）

假摔讹钱一万多
碰瓷阴谋被识破

鲁某在一家装饰工程公司工作，2021 年 3 月，他以公司的名义邀请
地漏、照明、淋浴等涉及装修的各方供应商前来开会。会上，鲁某讲了公
司的发展计划、管理制度、展厅筹备计划及未来的合作细节，并在会议
最后提出要收取每家供应商 2000 元“管理费”，其中一家供应商因多做
订制品，所以鲁某提出要加收 1000 元。

鉴于整个流程都比较常规，鲁某本人又是供应链总监，现场他还给
各供应商发了一本管理手册，里面详细注明了需要付费的内容，在场的供
应商只当这是一次普通会议，其中 6家供应商觉得交一点“管理费”来维
持双方稳定合作并无不妥，便在会后将钱转到了鲁某提供的账户中。

鲁某提供的收款账户是其好友的个人账户，因担心事情败露，他并
未给供应商开收据和发票，这引起了一些供应商的疑惑，于是他们向鲁
某所在公司反映收取“管理费”一事。装饰工程公司辞退了鲁某并报警，
2021 年 8月，警方将鲁某抓获归案。

到案后，鲁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表示，因欠下很多债
务，他被列为限制高消费人员，多张银行卡被冻结，所以想出假借公司
名义骗取“管理费”这种歪招，出借账户的好友对鲁某的诈骗行为并不
知情，鲁某骗得的钱财已被他偿还债务和用于个人开销。

经审查，鲁某共计骗得钱财 1.3 万元。2022 年 8 月，上海市松江区检
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鲁某提起公诉。9 月 16 日，法院判处鲁某有期徒刑
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1000 元。 （潘颖）

以公司名义召集会议
借账户收供应商钱财

境外“名流”云集的豪华拍卖会、报价千万元的古董藏品、捡漏的名人字画真迹、一本万利的
玉石买卖……“如果你敢在我身上赌，我就拼了命让你赢！”15 万人的目标客户，200 余名被害人，
110 余名 60 周岁以上的受害老年人，被骗金额 2700 余万元，其中被骗最多的老人损失近 350 万
元。谈及被骗原因，多名被害人表示：“他们的报价太高了，远超心理预期……”

被骗者满腹疑惑：
他们也付了钱，怎么会是骗子呢？

□郝红梅

2014年底，香港尖沙咀一家豪
华五星级大酒店的贵宾厅内，正在
举行一场古董拍卖会。现场有20多
个社会名流模样的人士，他们随着
拍卖师的报价声不时举牌。

节节攀高的成交数额让来自江
苏淮安的唐老伯激动又紧张——他
的15件瓷器在现场待价而沽。为了
亲眼见证，唐老伯夫妇自费来到香
港，希望手里的古董能卖个好价钱。
现场还有十几个人与他一样，他们
来自全国各地，都是无锡某国际拍
卖公司（下称“无锡拍卖公司”）的客
户，受邀参加这场拍卖会。

“您家有玉玺吗？”2014 年 4
月，唐老伯接到一名女子打来的电
话，对方自称是无锡拍卖公司的业
务员黄某，通过中国收藏家协会知
悉唐老伯是一名古董收藏爱好者，
眼下他们公司正在征集藏品，询问
唐老伯手上有什么藏品。随后二人
加了微信，唐老伯将自己多年收藏
的玉器、瓷器拍了照片发给黄某，
黄某回复的一句话让他乐开了花：

“唐老师，这都是好东西，可以拍卖
到 2000 多万元！”对方还表示，要
是到香港拍卖，还能卖出更高的
价格。

几天后，黄某带着一名陈姓鉴
定专家从无锡来到唐老伯家，对选
中的15件瓷器进行拍照、制作图录，
称要将这批藏品送到香港拍卖。为
了感谢对方，唐老伯爱人私下送给

黄某一个3000元的红包。将瓷器打
包后，唐老伯一行来到无锡拍卖公
司，签署了《委托服务合同》，并支
付了包含打包费、鉴定费、托运费等
在内的费用共计27.5万元。遗憾的
是，唐老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他的
藏品无人举牌，遭遇流拍。对此，黄
某表示可以运回无锡继续售卖。

这是他们第一次打交道，唐
老伯损失27.5万元。唐老伯把自己
的这次遭遇归为“运气不好”。他并
不知道，多年以后，他将继续成为
黄某的“猎物”。

2018年8月，顾阿婆接到黄某
的电话，黄某称可以帮她卖藏品，
并且报价很高，如一对“澳门回归
大炮筒”（纪念钞）“香港回归大炮
筒”（纪念钞），市场报价约为1万元
至2万元，黄某给出的报价是40万
元。在实地参观完无锡拍卖公司，
看到该公司琳琅满目的藏品后，顾
阿婆决定将自己的 13套纪念钞交
由该公司进行拍卖，并陆续支付了
拍卖会进场管理费7万余元。

2019 年 1 月，顾阿婆受邀到
香港参加拍卖会。她的两套纪念
钞藏品被一对中年夫妇以近百万
元的价格拍下，黄某让顾阿婆支
付 7 万元的成交记录登记费。后
因买方违约无法退款，黄某许诺
用买方抵押在公司的名贵古董花
瓶抵债。顾阿婆以为自己捡了漏，
便打消了退款的念头。

不 久 后 ，
无 锡 拍 卖公司
业务员周某又
联系顾阿婆，
称 其 专 门 负
责 瓷 器 的 海
外拍卖，只要
交 3 万 元 的
进场费，就能
帮 她 在 新 加
坡拍卖掉古董
花 瓶 。周 某 给
出的报价令顾
阿婆心动不已，
可事与愿违，在她
转账后新加坡拍卖行

“关门”了，顾阿婆只好自认倒霉。
拍卖会频频流拍、客户屡屡

违约、拍卖行关门……这是众多委
托无锡拍卖公司到境外拍卖藏品
的被害人的普遍遭遇。

像上文提到的拍卖会，无锡拍
卖公司每年要在香港、澳门等地举办
1场至2场。2020年后受疫情影响，境
外拍卖会不再举行，取而代之的是在
国内五星级大酒店举行的展销会。事
实上，豪华大酒店的场地是该公司租
来的，“社会名流”是该公司花钱雇人
演的，每场拍卖会看似豪客云
集，实则都是在演戏，其目
的是骗取被害人的信
任，从而以各种名
目收取费用。

拍卖会：“社会名流”是雇人演的

2019 年下半年，周某联系顾
阿婆，称其委托公司售卖的 11 套
纪念钞有 6 套已经成功出售，共
计价款 11.6 万元。这个价格等于
保本出售，顾阿婆有点不高兴，周
某解释说眼下钱币类行情低迷，
能平价出手已是不错，何况他还
给顾阿婆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
消息”：“我们这儿有宣德年制款
五彩开光凤纹梅瓶、雍正年制款
粉彩九桃福寿天球瓶……都是真
正的好货，市场拍卖价超过千万
元，现在只要 10 万元的内部价就
能拿到！”

周某还告诉顾阿婆，因无锡
拍卖公司解散，他目前在一家珠宝
公司上班，也做古董生意，珠宝公
司的一名大客户因“儿子赌博欠下
巨额赌债”，不得已委托他们公司
低价贱卖藏品。他本想自己拿下藏
品，但公司规定员工不得购买，因
此希望与顾阿婆合买，他负责找下
家，卖出后两人平分利润。

“还有这样的好事？”顾阿婆
知道明清的古董价值连城。见顾
阿婆有些犹豫，周某将他和青岛、
大连等地客户的聊天记录截图发
给她看，说已经有人看上了这些
古董，转手就能获利百万元，因为
信赖顾阿婆的人品，所以有了好
事第一个想到她。于是，顾阿婆和
周某私下签订合同，先后合买了
12件古董花瓶。按照约定，顾阿婆
支付了 86 万元，周某则每次都将
自己的转账记录截图发给顾阿
婆，甚至有时还会直接转账给顾
阿婆，再由顾阿婆支付给公司。

2019年9月，周某将同事徐某
龙介绍给顾阿婆。徐某龙向顾阿婆
透露，新加坡的客户看上了公司的
9 幅字画，报价超过千万元，这些
字画的主人因生意失败急需资金
周转，打了“骨折价”着急出售藏
品，其中包括徐悲鸿的树下三骑
图、张大千的仕女图等名画，“都是
真迹，每幅只要十来万元”。徐某龙
说想和顾阿婆一起合买藏品赚差
价。听说连下家都找好了，而且马
上就能获利，徐某龙又是自己信赖
的周某推荐的人，顾阿婆支付了
68万元“合买”名画。

在公司，顾阿婆是最受欢迎、
“重点维护”的 VIP 客户。她与建
立“合作”关系的周某、徐某龙、黄

某等人，“合买”了 12 件瓷器、17
幅字画、17 件玉器以及 3 件其他
藏 品 ，共 计 支 出 333 万 元 。直 到
2021 年 4 月案发前，依然有从珠
宝公司“另立门户”的业务员找到
顾阿婆，声称要与她一起“合买”
古董发财。

“唐老师，您还记得我吗？”
再次接到黄某的电话是 2020 年 9
月，唐老伯对这个小姑娘印象深
刻。对方表示一直对唐老伯充满
歉 意 ，说 自 己 现 在 珠 宝 公 司 上
班，邀请唐老伯到公司考察，实
地参观公司的展厅。此行唐老伯
带了一枚重金购买的奥运徽宝
玉玺，公司鉴定师经现场评估，
给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报价。然
而，要想委托公司销售，必须先
交 1800 元的 VIP 会员费，才能享
受在该公司官网宣传、在卓克艺
术网宣传、制作图录、公司展览
的服务。

珠宝公司藏品丰富，尤其是
玉器，令人大开眼界。黄某告诉
唐老伯一个“秘密”：这些藏品都
是从客户手里收购来的，因各种
原因，价格极低，其中有几件和
田玉摆件堪称珍品。据她估算，
内部价 13 万元的“封侯拜相”玉
摆件，在市场上 25 万元秒出；内
部价 24 万元的“白玉双耳瓶”，在
市场上至少能卖到 55 万元。她希
望和唐老伯合买，她出小头，唐
老伯出大头，这既是弥补自己的
歉意，她也能顺便“喝口汤”。一
番说辞情真意切，唐老伯当场付
款 26万元。

按照约定，黄某要在一个月
内卖掉玉器和奥运徽宝玉玺。哪
知自唐老伯回家后，拍卖的事就
再无下文，黄某也总是以忙推脱。
2021 年 4 月 19 日，唐老伯从淮安
赶到无锡欲拿回藏品，却发现公
司已人去楼空。

据悉，像顾阿婆、唐老伯这样
被骗的有近百人，被骗金额共计
2700余万元。

“他们的报价太高了，远超心
理预期……”谈及被骗原因，多名
被害人承认“怕失去赚钱机会”，
但他们也有不解：“明明对方也付
了钱，有转账记录、交易流水，有
的还专门把钱打给了我，他们怎
么会是骗子呢？”

捡漏：“转手就能获利百万”

“所谓转账记录是 PS的，
交易流水是伪造的，买家要么
是虚构的，要么是由其他业务
员冒充的，被害人的钱到公司
账上后公司会将钱款转给业
务员，由业务员打给被害人一
起买公司的古董，营造合伙投
资的假象……这是一起典型
的公司化运作的团伙犯罪案
件。”无锡市新吴区检察院第
二检察部副主任温瑶说。

2021 年 3 月 ，无 锡 市 公
安局新吴分局在对辖区警情
进行梳理时，发现辖区内一
家文化公司与客户有大量经
济纠纷警情，存在诈骗嫌疑。
进一步侦查发现，该公司的
负责人凌某与另一家同样存
在古董诈骗嫌疑公司的负责
人杨某，都曾就职于某珠宝
公司担任业务员，且三家公
司 经 营 业 务 和 模 式 大 致 相
同，而珠宝公司的实际负责
人是徐某。随后，公安机关对
凌某、徐某、杨某等人立案侦
查。同年 4 月 14 日，公安机关
组织警力进行抓捕，49 名犯
罪嫌疑人被抓获归案。

经 查 ，2015 年 7 月 至
2021 年 4 月 ，徐 某 单 独 或 者
伙同他人，先后出资设立包
括上述无锡拍卖公司、珠宝
公司在内的三家公司，并负
责公司管理、提供客户资源
等实际经营管理活动。其间，
徐某先后任命徐某龙、黄某、
周某等人分别担任公司业务
组长、副组长，雇用杨某等人
担任业务员，利用总结整理
的“话术”，联系持有玉玺、钱
币等藏品的被害人，谎称公

司能帮助他们宣传推广进而
高价出售，诱骗被害人携带
藏品到公司面谈。业务员将
被害人的藏品照片上传至公
司官网、公众号和卓客艺术
网，并制作不对外公开发行
的收藏品图录，还伪装成“鉴
定师”在现场评估价格，虚构
被害人的藏品具有极高市场
价值，谎称已有买家看中询
价，诱骗被害人签订《委托服
务合同》，骗取被害人支付的
拍卖费、服务费、会员费等前
期费用。而后，该公司通过租
赁场地举办虚假拍卖会、展
销会等形式，进一步骗取被
害人信任，并以服务期限届
满、买家资金不到位、藏品流
拍等为由取消交易，将被害
人 支 付 的 前 期 费 用 非 法
占有。

据徐某供述，他早年在
艺术品拍卖行工作过，手上
有 15 万人左右的客户资料。
每隔两三个月，他就将一批
客户名单发放给业务组长，
再 由 业 务 员 打 电 话 进 行 诈
骗。在最初的诈骗模式中，业
务员会用一个极高的报价骗
取被害人签订合同，但根据
合同约定，公司需在约定的
期限内参加拍卖会或找到下
家出售，可拍卖会本就是走
过场，也不存在什么买家，更
不会有任何成交，因此有的
被骗客户就找上门讨说法。
为了安抚、稳住一些重要客
户，该公司会不时假装出售
成功实则是低价回购客户的
收藏品。

2019 年，徐某决定公司

“转型”。他先后从苏州、无
锡等地低价购入大量仿冒名
家字画、劣质玉石，组织公
司的业务组长、副组长和业
务员虚构上述仿冒字画系名
家真迹、劣质玉石系高档和
田玉石，极具收藏价值和升
值空间，且已有“买家”欲
高价收购等事实，欺骗被害
人 出 资 购 买 上 述 字 画 、 玉
石，进而骗取被害人钱款。

为了达到目的，他们有
人打“感情牌”，天天对被
害人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有人信口开河，5 万元的徐
悲鸿奔马图、7 万元的齐白
石群虾图，“保证真迹”；还
有人信誓旦旦，要带着被害
人一起发家致富，“如果你
敢在我身上赌，我就拼了命
让你赢”……

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
被害人持有的玉玺、钱币，大
多数是通过电视购物所得。
由 于 轻 信 所 谓 专 家 给 出 的

“投资能升值”的评估，在犯
罪分子十倍乃至百倍的虚高
报价面前，大部分人选择了
相信，从而一步步落入犯罪
分子精心编制的陷阱。

2022 年 7 月 29 日，由新
吴 区 检 察 院 提 起 公 诉 的 徐
某、徐某龙、黄某、周某等
人诈骗案一审宣判，其中主
犯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100 万
元，其余 8 人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八年至有期徒刑三年
不等的刑罚，各并处罚金。
目前，凌某等人诈骗案还在
进一步审理中。

纠纷：警情频发，发现存在诈骗嫌疑

图①至图③：在涉案
公司查获的假古董

图④：该案庭审现场
图⑤：犯罪团伙制定

的销售目标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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