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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闫长禄

““套套路路骗骗””似似新新招招不不断断 实实有有迹迹可可循循
招聘网络主播， 承诺可以将

应聘者包装成 “网红 ” ， 但需
要先整容； 40天50万元债务变成
500多万元…… 一个个匪夷所思
的 遭 遇 ， 背 后 是 以 求 职 、 借
贷 等 为名目进行非法牟利的违
法犯罪活动， 即民间所称的 “套
路诈骗”。

骗与被骗， 似乎相生却不相
克， 屡打不绝， 形形色色的各种
“套路贷” “套路骗” 时有发生。
那么 ， 人们又为何屡屡上当受
骗？ 到底应该如何防范呢？

【现象】
“女主播” 没当成， 倒

欠几万元债务

2018年2月 ， 23岁的王女士
在一家美容诊所做了微整形， 割
双眼皮 、 打瘦脸针 ， 共花费2.5
万元。

此前， 她应聘了一家文化公
司的网络主播， 公司告诉她， 上
镜前， 要做整形手术， 费用先由
应聘者贷款垫付， 成功上岗后再
由公司支付。 王女士的整容费用
就是以她个人名义贷款支付的。
脸整成了主播样儿， 她的主播任
务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公司那里
被认定为 “未完成”。 王女士只
能在背负了全部的几万元整形债
务后， 从 “主播席” 下岗回家。

与王女士有相同经历的事主
还有10多名 ， 她们都是在 “感
觉 ” 上当受骗后 ， 才陆续选择
报案。

侦办此案的北京市公安局东
城分局刑侦支队探长王警官说，
这里骗的套路并不深 ， 骗子们
“起事” 也就是在半年前。 2017
年7月至11月， 张某、 赵某、 安
某等人在互联网上以不同公司的
名义发布大量招聘网络女主播的
广告。 广告上说， 进行微整容后

公司会把应聘者培养 、 包装成
“网红 ”， 使其轻松赚到大量钱
财。 “免费为应聘者整容” 是这
个骗局的一个先手 ， 被说成是
“公司福利”， 聘者只要自己先贷
款， 在完成公司的简单定额后 ，
可由公司帮助偿还贷款。

王警官说， 贷款在前， 骗术
已 露 端 倪 ， 可 就 是 有 人 来 上
当 ！ 公安人员侦破的案情是这
样的 ， 应聘者贷款垫付整容款
后， “公司” 就有专人陪同应聘
者到医疗美容诊所， 再根据应聘
者的贷款授信额度， 由专门的美
容设计师进行面部设计并估算3
万至5万元的整容费用。

此时， 美容诊所人员使用应
聘者的身份证、 手机、 银行卡通
过网络向小额贷款公司为其申请
办理分期贷款 ， 并进行美容手
术。 此后发生的事情是， 美容诊
所不定期向张某、 赵某等人返还
50%的整容款分成。

“那些动辄3万、 5万元的整
容费用 ， 实际上只需 1万元左
右。” 王警官说。

这个骗术的完整闭环在整容
者被告知 “完不成主播任务” 这
个环节完成。

这个骗术由无良整容业者和
骗子双方 “勾搭成奸”， 骗子们
利用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 “网
红” 梦想。

50万借款 40天变 500
万, 猫腻在哪儿

人们的创业梦想， 也可能被
骗子盯上。

2017年6月 ， 家住朝阳区的
董 先 生 报 案 称 ， 在 他 人 安 排
下 ， 他因借贷将其父亲名下一
处房产抵押， 贷款资金大部分被
他人转移！

案件始于2017年6月 ， 30多

岁的小董想创业又缺钱 ， 那么
巧， 他 “刚好” 就在网络上认识
了一个姓关的人， 这个人还大方
地同意向其借贷。 在得到7万元
现金后， 小董被告知， 因抵押物
品仅为身份证、 户口本， “资质
偏低， 无法贷出余额”， 他又被
转手介绍给了一个姓侯的。 这个
“侯先生” 让人伪造了一份死亡
证明 ， 直接将小董的父亲 “死
亡”， 小董就成了父亲房产的继
承人， 于是， “侯先生” 连续为
小董进行了一系列的资本操作，
房屋产权就抵押到了正在给小董
提供贷款服务的侯某、 李某等人
的名下。

抵押物到手， 骗子开始将其
变现 。 侯某通过POS机 ， 先以
“平账为由” 转移小董借贷资金，
把他得到的贷款拿回去； 再以小
董名下的抵押房产为抓手， 胁迫
小董接受 “贷款50万元”， 此后，
诈骗的资金盘急速扩大， 在短短
40余天内， 小董的贷款由最初50
万元变成了500万元。 最后， 小
董实际所得 “贷款 ” 仅23万余
元， 父亲的房产变成了骗子数百
万元的诈骗收益。

此案虽经公安机关侦破， 董
父的房子也被确定为虚假诉讼，
但强制执行风险至今依然存在。
公 安 机 关 介 绍 ： 小 董 “ 在 借
款 过 程中 ， 对方曾以签字不清
楚等等理由， 让他在五分钟内同
时签了三份合同。 在整个被骗过
程中 ， 他曾经签署了10多份合
同， 但骗子的公司均以归档等为
由， 将合同收回后再未归还。 造
成小董来报案时， 手上连一份合
同都没有。”

好人要创业， 骗子们也从未
停止骗的勾当， 他们是 “一直在
创业”。 朝阳公安分局的付警官
说， 实施诈骗时， 骗子们分工十
分明确： “前方有人给公司在互

联网打广告拉客户， 中间比如关
某、 侯某作为业务员诱使事主签
订多份合同， 还有所谓的金主放
款等。 他们的骗术很严谨， 规划
周密。 在小董身上， 这些人其实
就是为了拿到事主的房子， 组团
骗他。”

【拆招】
“套路骗”过程分“五步

走”，需提高警惕

表面看， “套路诈骗”， 新
招不断， 事实上 “套路骗” 总是
有迹可循的。

记者梳理此前公安机关查出
破 获 的 “ 套 路 贷 ” 案 例 ， 归
纳 可 知 ， 基 本 模 式 就 是 一 般
假民间 借贷之名 ， 通过 “虚增
债务 ” “认定违约 ” “转单平
账” “虚假诉讼获胜” 等手段，
再经过一系列操作， 最后非法占
有他人财产。

“套路诈骗” 一般以小贷公
司的名义出现， 期间， 骗子都是
建议客户用房产作抵押签订借款
合同， 再通过一系列手段把客户
的财产侵吞。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在骗
子 “业内 ” ， 这个过程称之为
“五步走”。

一是先以“违约金”“保证金”
等名目骗取客户签订 “虚高借款
合同”“阴阳合同”及“房产抵押合
同” 等于客户不利的系列合同 ，
制造民间借贷的假象； 二是生
成银行流水痕迹， 造成客户已经
取得合同所借全部款项的假象；
三是单方面认定客户违约， 并要
求客户立即偿还 “虚高借款”；四
是恶意垒高借款金额；此时，客户
大多已无力支付高额借贷，“套路
贷”公司便会介绍其他假冒“小额
贷款公司”或个人，与客户签订新
的“虚高借款合同”予以“平账”，

进一步垒高借款金额； 五是软硬
兼施“索债”，或者提起司法诉讼，
通过胜诉判决侵占客户财产。

“套路贷本质上属于违法犯
罪行为， 借款本金和利息不受法
律保护。” 北京市房山区法院厉
法官说。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规定》， 借贷双方约定的
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 出借人
有权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利率支
付利息， 但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
利率超过年利率 36% ， 则超过
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应当被认
定无效， 借款人有权请求出借人
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
分的利息。

所以说， 高利贷本金及法定
利息受法律保护， 超过法定的高
额利息部分不受法律保护。

但这只是在利率方面保护借
贷双方的合法权益 ， 一旦被骗
方 签 订 了 一 系 列 的 所 谓 “ 协
议 ” “合同”， 很多损失就会难
以追回。

谈及 “套路诈骗” 为何屡禁
不止的原因， 厉法官说： “‘套
路贷’ 中， 放贷方一般没有金
融 牌 照 ， 是 非 法 放 贷 ， 其 中
100%左 右 的 年 化 贷 款 利 率 并
不罕见 ， 他们是游离于法律监
管之外。”

但诈骗等犯罪活动从来不会
依法就能打击绝迹， 梦想创业的
普通人都会成为骗子们诈骗的对
象， 那些怀揣虚妄理想、 心怀贪
念的人， 就更容易被骗子利用。
所以， 在骗与被骗之间都存在急
需解决的问题。

被骗后向警方求助， 当然是
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但
公安机关不能打击未犯之罪， 预
防犯罪， 是每个人都推卸不掉的
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