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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商家的同一商品在短期内如出现降价，消费者可以申请价保补差，这本
是许多电商为招揽客户而设置的一项服务，不承想却被内部工作人员盯上，谎称
客户申请退差，实则“移花接木”，让本属于公司的货款流入了自己的口袋。

成某是某技术公司电商部的客户经理，主要处理客户投诉，提供售后服
务。工作时间久了，成某发现虽然公司提供了价保服务，但并非所有消费者都
能及时发现商品出现降价，这就给了他操作的空间。

2022 年 12 月起，成某开始冒充客户向公司申请退差价，将相关的购买订
单关联到他本人或亲友的收款账户上，利用其身为客户经理的权限审核通过，
经财务审批后，商品的差价就转到了他提供的账号中。

不仅如此，成某还会冒充客户退货。他以更便宜的价格在其他电商平台
购买公司网店上的同款产品，后以客户的名义申请退款，并将其购买的产品寄
出，公司仓库收到货后并不会及时核对收到的物品是不是客户订单上的原物，

“退货”产品入库后，成某便审核通过“客户”退货申请，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
私吞掉所谓的“退货”货款。

2024 年 2 月，公司内部审计启动，担心纸包不住火的成某主动向公司坦
白，后由公司方陪同至公安机关投案。

经审查，成某利用职务便利，冒充客户向公司提出补差价、退货申请，
侵占公司钱款共计 20 余万元。6 月 20 日，上海市松江区检察院以涉嫌职务侵
占罪对成某提起公诉。6 月 28 日，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
金 2万元。 （潘颖）

冒充客户申请退差价
私吞公司货款20万元

原想通过刷流水提升信用办理贷款，没想到自己的银行卡竟沦为诈骗分子
收取赃款的工具。经湖南省汉寿县检察院提起公诉，7月 2日，法院以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判处被告人胡某拘役四个月，缓刑八个月，并处罚金 4000元。

“只要添加微信，便可以直接走流水贷款。”3 月的一天，正为因个人征信问
题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办理贷款而发愁时，胡某无意中刷到了这样一条短视频。
尤其是“免征信、担保，还能帮助刷流水”的承诺让胡某心动不已，急需用钱的
他当即添加了对方微信。

根据对方提示，胡某加入了一个贷款微信群，填报了申请贷款 10 万元的资
料，对方很快回复说，胡某的银行账户交易流水未达到申请贷款所需额度，无
法办理贷款。正当胡某想着怎样才能提高流水时，对方表示，只需胡某提供其
银行卡及密码，他们会帮助胡某包装流水。

胡某曾听说有人将银行卡交给他人使用而涉嫌犯罪，不由心存疑虑。见胡
某犹豫不决，微信群内的人开始对胡某进行洗脑，一个自称是企业法务的人说
资金来源绝对安全，没有法律风险；一个自称境外金融机构的人说这是申请贷
款的必备流程，只要交易流水达标，便可以在 24 小时内放款。虽有怀疑，但心存
侥幸的胡某还是将银行卡寄给了对方。

不久，胡某的银行卡陆续接收、转移共计 158 万余元资金，后因交易异常被
冻结，胡某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

5 月 10 日，该案被移送至汉寿县检察院审查起诉，胡某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并自愿认罪认罚。6 月 9 日，汉寿县检察院以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将胡
某提起公诉。 （王钢）

原想刷流水办理贷款
不料成电诈犯罪帮凶

□本报记者 卢金增
通讯员 马丽 周梦囡

经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检察院对一
翻新显卡充新销售团伙提起公诉，7 月 5
日，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分别判处被
告人刘某、李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
年，各并处罚金 15 万元、10 万元；以
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
识罪判处提供假冒显卡包材的毛某有期
徒 刑 一 年 ， 缓 刑 一 年 ， 并 处 罚 金 2 万
元。案件宣判后，上述三人均未提出上
诉，判决已生效。

所购显卡真假难辨

王某是滨城区电脑配件销售的行家
里手，有一双“火眼金睛”的他竟在显
卡上栽了个大跟头。

2023 年 1 月，有人在同行群里发布
了某大牌显卡的销售广告，低于市场价
的价格让王某有点心动，他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向对方购买了 10张显卡。

到货后，王某经过简单验货，发现显
卡内外包装以及金手指、散热片、散热风
扇等部位都是全新的，便以为是库存显
卡。然而，其中一张显卡卖出三天后，顾
客来店里退货：“你这显卡看上去不像是
新的。”但王某以为仅是单张质量问题，
没想太多，又向对方下了一单。

第二批显卡给了王某当头一棒，在
验货时，他发现了问题：包装封口有打
开的痕迹。联想到顾客的提醒，他拨打
品牌官方客服电话验证，被告知显卡的
序列号是一年前的。2023 年 2 月 20 日，
他到派出所报案：“我怀疑自己买到了
二手非官方翻新的显卡！”3 月 3 日，滨
城公安分局对该案立案侦查。

经过技术鉴定，王某购进的显卡与
原品外包装、散热片、散热风扇、接口
挡片等配件特征均不符，确实是假冒注
册商标的产品。

王某的经历并非个案。一些不法商
家通过翻新等手段，大量出售低质量、

低性能的二手显卡，上机后容易导致死
机、蓝屏、游戏卡顿，严重的可能引发
短路造成安全事故。然而这些翻新卡不
仅外表崭新、附赠保修，部分产品甚至
在电商平台有“旗舰店”。

显卡“换装”职责分明

刘某和李某从 2006 年开始从事电脑
及配件销售业务，在行业内也算是小有
名气。虚拟货币“挖矿”整改活动开展后，
大量的二手矿卡（矿卡指“挖矿”用的显
卡，这些矿卡因长期高负荷工作，往往磨
损老化严重，故障率较高）流入市场，二
人瞄准了背后的商机，他们利用电商平
台、行业群聊等途径低价购入拆机矿卡
等二手显卡，李某通过网络自学钻研翻
新技术，刘某负责租赁场地、通过微信群
等方式发布广告“招兵买马”。同时，两人
利用多年从事电脑行业的资源联络了配
件供应商，自此开启了制假售假之路。

赵某为了补贴家用，经人介绍找到

一份简单的工作——洗电路板，她只负
责用刷子蘸着水和洗洁精，将老板运送
来的电路板上的灰尘清洗掉，然后烘
干，之后有人会开车把电路板拉走。

郑某就读于某大学，为了充实暑期
生活，他来到电脑城兼职赚钱。上班第
一天，他看到操作台上摆满了半成品显
卡以及各种全新配件，数名工人各司其
职。到案后，郑某交代说：“清洗好的
显卡被运到电脑城进行清理、组装，最
后用对应品牌的新包装盒重新包装，贴
上打印的条形码，外观上看着和新的一
样，哪里有要货的就打包发货。”郑某
的工作是哪一个环节缺人他就顶上。

2011年底，达某成为翻新显卡销售团
队的一员。他通过电商平台和行业聊天群
等发布广告，以“原盒原码”“九九充
新”“精品充新”的名义对外销售，接到
客户的订购申请，达某就在发货群中发送
显卡的品牌、型号、数量、收货地址等。

就 这 样 ， 刘 某 等 人 打 着 “ 原 盒 原
码、未拆封，质保三年，渠道进货”的

旗号，将翻新的二手显卡通过多个电商
平台销往全国。截至案发，警方查扣价
值 23 万余元的未销售假冒显卡，确认销
售金额高达 236万余元。

假冒商标最终获罪

直到 2023 年 7 月 13 日被滨城公安分
局抓获，刘某还没认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
性：“我之前上网查的是，做二手显卡翻
新换包装销售，只要不改变型号，不当全
新的销售，被查到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事实上，如果翻新导致产品质量发
生实质性变化，或者翻新后进行了重新
包装并冒充全新或正品二手产品销售，
就可能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刘某等人
将显卡配件更换成网上购买的散装配
件，使用带有品牌标识的全新盒子进行
包装，最后标注“原盒原码”等进行销
售，足以造成消费者误解。

2023 年 10 月 17 日，该案被移送至
滨城区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经审查后
认为，刘某、李某翻新显卡后未在包装
上披露翻新产品的信息，未准确告知消
费者翻新行为主体及具体“维修”等信
息，未能有效避免翻新行为对于商标识
别来源功能的损害，涉嫌假冒注册商标
罪。2024 年 3 月 29 日，该院依法对其提
起公诉。

通过深挖犯罪线索，警方发现该团
伙使用的显卡包装盒、说明书等是从毛
某处购买的。李某在订购盒子时，千叮
咛万嘱咐一定要一比一还原原包装盒的
颜色、字体，毛某结合互联网素材和李
某发的正品样板，凭借自己多年练就的
P 图技术实现了“完美复制”。2024 年 3
月 1 日，滨城公安分局对毛某补充移送
审查起诉。滨城区检察院经审查，以涉
嫌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
标识罪对毛某提起公诉。7 月 5 日，法
院经审理，作出上述判决。

对于赵某、郑某等工人以及达某等
销售人员，滨城区检察院综合考量他们
的参与程度、违法所得、认罪态度等因
素，作出不起诉处理。同时，向被不起
诉人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出检察
意见书，后行政机关对被不起诉人作出
了罚款的行政处罚。

他们低价购入二手显卡后进行翻新，并使用带有品牌标识的全新盒子进行包装，贴上打印的条
形码，打着“原盒原码”的旗号对外销售——

这些大牌显卡竟是翻新卡

“这三条烟的条码怎么和我被偷的烟一模一样？”面对送上门来的生意，烟
酒店老板王某心里犯起了嘀咕。

1 月 26 日一早，正准备出门的王某发现前一天晚上停放在自家楼下的电
动自行车不见了，车的后备厢里还有三条烟。王某立即查看附近监控，发现当
日凌晨 5点，电动自行车被一个戴帽子的陌生人骑走，王某随后报警。

无巧不成书。当天中午，王某在自家经营的烟酒店忙活，一男子拿着三条
烟进来称想卖给商店。王某仔细验收时发现，这三条烟的条码竟与自己被盗的
香烟条码完全一致，遂立即报警，男子黄某被民警当场抓获。

公安机关调查后发现，黄某自 2024 年 1 月开始就在城区内多次盗窃电动
自行车，得手后低价卖给废品收购站，共非法获利 2294 元。考虑到黄某曾因犯
盗窃罪被多次判刑，3 月 14 日，湖北省利川市检察院依法对黄某作出批准逮捕
决定。

5 月 15 日，案件被移送至利川市检察院审查起诉。该院经审查认为，犯罪
嫌疑人黄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盗窃他人财物，其行为涉嫌盗窃罪，此次
作案距其上次被判处有期徒刑刑满释放不足五年，为累犯，且案发后均未向被
害人进行赔偿，遂对黄某提起公诉。6 月 7 日，法院判处黄某有期徒刑七个月，
并处罚金 3000 元。 （戴小巍 水美鑫）

凌晨车与香烟被盗走
中午找失主销赃落网

明知银行卡是因为涉嫌洗钱犯罪被冻结，彭某、张某取钱心切，试图将银
行卡中的赃款取出，主动到公安局要求解冻银行卡，结果两人自投罗网，被公
安机关当场抓获。7 月 1 日，贵州省清镇市检察院依法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彭某、张某。

长期以来，彭某一直帮助上线寻找银行卡用于洗钱犯罪。5 月 23 日，彭某经
中间人介绍认识了张某，让张某提供银行卡用于收款和取现，并承诺每收到 1
万元并取现便给其好处费 600 元。张某见有利可图，便将自己的银行卡和身份
证提供给彭某，彭某当即将银行卡和身份证拍照发给上线。

很快，张某的银行卡收到了一笔大额进账，彭某带着张某到清镇市某银
行取款，银行工作人员告知其银行卡已被风控冻结，需要到公安机关开具证
明，解冻后才能取现。二人随后又到该银行卡的开户行取款，被告知同样的
内容。5 月 24 日，彭某带着张某来到贵阳市南明区某银行取钱，仍未取到。5
月 29 日，两人抱着侥幸心理再次来到开户行，银行工作人员再次告知需要到
公安机关开具证明，两人取款心切，决定冒险到公安机关开具证明。当日，
张某、彭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到案后，两人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6月 27日，公安机关提请清镇市检察院批准逮捕彭某、张某。该院经审查后作
出批准逮捕决定。

（丁艳红 娄根）

出借的银行卡被冻结
到公安局解冻被抓获□本报记者 戴佳

通讯员 金梦晰

开豪车、戴名表、背名包，俨然是
“名媛”模样，质押黄金、投资项目、
开设公司，“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看
似是成功女性，实际上是诈骗高手。靠
着精心树立的人设和步步为营的布局，
短短三年间她骗了 14 人，涉案金额达
2000 余万元。

6 月 14 日，经江苏省常熟市检察院
提起公诉，法院以集资诈骗罪、洗钱罪、
诈骗罪判处张丽（化名）有期徒刑十三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 66万元。

高额利息诱人“入局”

2019 年 9 月，小赵在同学聚会上遇
到昔日同窗张丽。“我现在在做黄金质
押，一年能赚几十万元，想赚钱可以找
我。”张丽称自己近年来生意做得很大，
遇到不少商机，更是不吝于与老同学“分
一杯羹”。看着眼前穿名牌、开豪车的张
丽，想到自己拮据的生活，小赵对张丽口
中的生意产生了浓厚兴趣，从黄金质押
到投资理财，两人相谈甚欢，还约定好第
二天一起去见客户。

第二天一早，张丽就邀请小赵一起
去“熟悉业务”，了解如何通过黄金质押

赚钱。看着张丽熟练地检验黄金，与客户
谈收益、签合同，小赵更加确信张丽是个
有天赋的“生意人”。

“张丽考虑到我没有那么多流动资
金，建议我向银行分期贷款来投资，投
资 20 万元一年就可以回本，第二年就可
以收利息，投资越多回本越快，还承诺
除了可以帮我付银行月供外，每月还额
外给我 5000 元到 1 万元的利息。”小赵
说，张丽还透露自己有多种渠道将客户
的黄金高价卖出并赚取高额差价，稳赚
不赔。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小赵迷失
了 自 我 ， 立 即 向 多 家 银 行 贷 款 79.7 万
元，决定与张丽达成长期合作。

口口相传做大“生意”

“生意”顺利做起来了，小赵每个月
都有利息入账，源源不断的收益让小赵
喜笑颜开，便又接连花了 35 万元投资了
张丽的民间借贷工作室、承兑汇票贴现、
养老项目等。

然而，2020 年 3 月，突如其来的疫
情让“生意”陷入了困境，“我的资金
周转出现了问题，你能不能介绍人进行
投资，不管投资多少每个月都有返利，
每人我还可以给你 1000 元至 2000 元的
人 头 费 ， 并 且 三 个 月 就 能 获 得 收 益
款。”基于两人之前的愉快“合作”，小

赵开始介绍同学、亲友投资张丽的项
目，并向大家炫耀自己获得的高额利
息，口口相传之下，唐某与身边亲朋好
友陆续向张丽进行了投资。

收到资金后，张丽的“生意”果然出
现了好转，约定好的利息都定期打到了
各个投资人的账户，尝到甜头的投资人
纷纷拉自己的身边人入伙从而获取“人
头费”。张丽的“生意”在大家的投资下越
做越大，其出手也变得更加阔绰。“张丽
给我一种大老板的感觉，身上穿的都是
名牌，还经常开着保时捷带着朋友出入
高档的会所。”小赵表示，张丽正是靠着
精心打造的人设和口中稳赚不赔的投资
项目取得了大家的信任。

原以为投入越多收益越多，小赵和
亲友满心期待着收益到账，可等来的却
是张丽一再推托，直到 2022 年 1 月张丽
出现半失联的状态，小赵才意识到自己
陷入了骗局，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拆东墙补西墙”难补窟窿

2022 年 2 月，公安机关对该案立案
侦查。检察机关应邀适时介入，并引导公
安机关围绕张丽的微信聊天记录、银行
资金流水、涉案人员的关系链等方面进
行侦查。

同年 4 月，张丽经公安机关电话通

知主动投案。“我一开始找到小赵时就
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出现资金缺口后
我没有及时止损，而是不断扩大投资
量，拆东墙补西墙，实际上都是在骗
人，我根本没有那些投资项目。”到案
后，张丽交代说，到后期即便是不断拉
人加入投资也难以弥补之前的巨额窟
窿。2023 年 4 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
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检察官审查后认为，张丽在没有还
款能力的情况下，假借投资黄金、承兑汇
票贴现等项目的名义，以口口相传的方
式对外公开宣传并许以高额回报，先后
向 14 名不特定对象非法募集资金共计
2000 余万元，后将集资款用于购买保时
捷轿车、房产，并在接受公安机关调查后
将房产和车辆变现用于归还个人债务，
涉嫌非法集资罪和洗钱罪。此外，张丽得
知被害人朱某欲销售红酒，遂向朱某虚
构其可以将红酒出售给某大酒店，但需
交纳 100 万元保证金的事实，骗取朱某支
付“保证金”共计 100 万元，涉嫌诈骗罪。
2023 年 7 月，常熟市检察院以涉嫌集资
诈骗罪、洗钱罪、诈骗罪对张丽提起公
诉。

近日，法院经审理采纳检察机关提
出的量刑建议，对张丽作出上述判决。案
件判决后，张丽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生
效。

穿名牌、开豪车、背名包，不仅自己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还带着亲友搞投资，殊不知——

看似成功人士，实则诈骗高手

□本报记者 周晶晶
通讯员 田第潘

张某、牛某 3 天内连续在湖北武汉不
同商场的 5 家餐厅吃饭时吃出石子状异
物，以向相关部门举报、投诉相威胁，要求
餐厅免单及支付赔偿金，累计索要 4000余
元。当两人在武汉市武昌区某餐厅再次企
图“索赔”时，因餐厅报案，被警方当场抓
获。近日，张某、牛某因犯敲诈勒索罪分别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和八个月，
各并处罚金3000元和2000元。

2023 年国庆假期期间，武昌区公安
机关接到商家举报，称两名男子短时间内
连续在同一商场的两家餐厅就餐，均以食
物内有石子为由向商家索取赔偿。民警
调查发现，两人此前还以同样方式在武汉

其他餐厅索要钱财，有敲诈勒索嫌疑。
“这两个人点了一桌子菜，吃了半个

小时左右，那个比较瘦的（张某）突然叫
服务员，说在米饭里吃出了石子，损坏了
他的牙齿，问我们怎么处理，另一名男子

（牛某）在旁边帮腔。”某餐厅工作人员回
忆道，“一开始我们提出给他免单，并附
送一些礼品，没想到他突然很大声地说
在店里吃出了石子，如果餐厅不赔偿他
就如何如何，影响了其他顾客就餐和店
里的生意。”事后，餐厅工作人员带张某
前往医院就医，发现其并没有受伤，张某
旋即改称餐厅食品卫生不合格，要求按
就餐价格 10 倍赔偿。在店家报警后，张
某改称只要 300 元赔偿即可。最后，张某
接受了免单处理，并拿着店家给的两袋
大米匆匆离开了。

尝到甜头后，2023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 日，两人继续以相同手法作案。张某
假装在饭菜中吃出石子，并以口腔受伤
等为由向商家勒索赔偿，牛某则在旁帮
腔、作证。直至案发，两人先后在 5 家餐
厅“索赔”4000 余元。

该案被移送审查起诉后，在讯问过
程中，两人拒不认罪，张某坚称连续吃到
异物纯属巧合。详细审查全案证据材
料，检察官发现两人的供述和辩解存在
诸多矛盾和疑点，也与常理不符。张某 3
天内接连在 5 家餐厅吃出同样的异物，并
且口腔受伤，而一同用餐的牛某及其他
顾客均未吃出，张某等二人还在同一天
中午的两个小时内连续前往两家餐厅就
餐，而后均以发现石子为由向商家“索
赔”。在 5 次“索赔”过程中，两人的经历、

异物类型、话术等高度一致。检察官一
方面紧扣案件疑点精准讯问，努力还原
法律事实；一方面充分向犯罪嫌疑人释
法说理，并将获得的有关证据线索及时
和侦查机关进行沟通，引导侦查机关进
一步补充、固定关键证据。张某、牛某在
就餐过程中自导自演，通过制造异物敲
诈勒索餐厅财物的犯罪事实逐渐明晰。

检察官认为，张某、牛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以威胁恐吓的方式索取他人财
物 4000 余元，数额较大，其行为涉嫌敲诈
勒索罪，虽然两人拒不认罪，但相关证据
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2024 年 2 月，武
昌区检察院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张某、
牛某二人提起公诉。

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张某、牛某当
庭认罪悔罪。

在5家餐厅均吃出石子，巧合还是蓄意？

犯罪嫌疑人的造假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