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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艾丽

本报讯 注册拥有网络关键词的人，都相信有朝一日能有
买家找上门，自己多年的投资会获回报，海宁的关键词投资人
陈女士等人就是如此。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骗子正是利用
了这一心理，把关键词投资者的钱骗进了自己腰包。

近日，由海宁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这起利用网络关键
词诈骗案一审判决，14名被告人均因诈骗罪被判处刑罚，其中
主犯陈某、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王某、王某某被判处有期
徒刑10年。

海宁的陈女士60多岁了，但很有投资意识，多年前她就花
十多万元注册了“磁芯信息”“中国磁芯材料”等4个关键词。一
天，她接到了一个自称鲜婕公司业务员王阳的电话，说有人要
花3亿元购买她的“磁芯信息”关键词，详细情况可面谈。

陈女士随即来到上海鲜婕公司，“王经理”接待了她。“王经
理”说，陈女士的关键词已被人通过不法途径抢注了，不过他们
是工信部直属公司，可以通过关系帮陈女士抢注回来。但网络
关键词必须做全网数据保护，否则以后还会被人抢注，收购也
无法完成。陈女士觉得有道理，便用20800元给其3个关键词做
了全网保护。

做好证书后，陈女士还没来得及跟鲜婕公司具体交易，又
接到一个“广西刘董”的电话，说要出价60亿元收购其另外3个
关键词。

刘董还说，因世界互联网大会召开，对关键词的转让有了
新规定，需要做一些数据备案证书。想着收益巨大，陈女士按
照刘董的要求又做了“国际端口数据库”“国家数据库整合备
案”等3个证书，又花了26万多元。考虑到鲜婕公司有工信部
背景，这些证书陈女士也都让该公司帮其制作完成。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后来陈女士又接到“美国雅虎亚洲
区执行总裁”麦克丹斯的电话，说要收购陈女士手中四个关键
词的所有信息，出价100亿元人民币，前提是陈女士要提供“避
税认证”“国际运营许可证”等证书。

事情发展得愈发离谱了，但陈女士并没有察觉出破绽。当
她前后共花了87万元后，所有的收购方却都杳无音信了……

警方调查后发现，和陈女士打交道的所有公司，实际上为
同一伙人在操作，该团伙注册了多家公司，轮流施骗，不少人
和陈女士一样被骗。经查，对陈女士等人实施诈骗的“上海昱
蒙”“上海鲜婕”“上海萧兴”等公司，其实均由陈某、张某等人
注册成立。三家公司挂着“信息科技”的名头，但实际以收购
网络“关键词”为名实施诈骗，仅 2015 年至 2016 年间就诈骗
460余万元。

通讯员 金炯明 陈建花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21年前，因一言不合与人发生口
角，他将对方杀死碎尸；21年间，他辗转逃躲各
地，甚至偷渡国外；21年后，被通缉并逃亡数十
年的成某怎么也没想到，来到杭州余杭仅8天，
就落入警方手中。

身份暴露后，他说：“给我一颗子弹！”
6月13日晚7点30分，杭州余杭区仁和大道与三星路岔路

口的岗亭处警灯闪烁。根据杭州警方夏季严打整治行动“扬旗
1号”的统一部署，余杭仁和派出所民警俞晓波带领队员正设卡
盘查。

刚检查完一辆轿车后，警方发现，在执勤警力不远处，有名
男子犹豫不前，似乎想避开盘查。民警立即上前将男子拦下，
并依法对其现场盘查。

男子的神情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他自称“肖起”，忘了带身
份证，无法背出自己的身份证号码。民警查询后，发现查无此
人，对方又马上改口，称自己叫“石海兵”。

男子无法说出身份证号码又多次谎报姓名，凭借职业敏
感，民警俞晓波觉得这个人肯定“有鬼”，于是将该男子带回派
出所继续盘问。在派出所里，男子一连报了几个名字，但警方
一查，都是假的，问该男子原因，他并不愿意多说。

在民警的一再追问下，男子最终写下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民警核查后确认，该男子姓成，今年55岁，广东汕头人，涉嫌一
桩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故意杀人案。

据成某交代，二十多年的逃亡生涯里，他到过江苏、上海等
地打工，不敢和广东老家的亲人相认。“给我一颗子弹，来个痛
快！”交代完后，成某竟这样跟民警说。

21年前因偷电杀害抄表员并碎尸
时间回到1996年6月6日上午10点多，当时的广东汕头市

升平公安分局（现合并为金平公安分局）接到报警，称汕头市金
平区鮀浦垃圾填埋场5日深夜在收集清理市区垃圾堆中，发现
了装有类似人体碎块的可疑物品。经公安机关勘查，垃圾场发

现收集的数块可疑物品为人体残缺的躯干部分。
当地警方调查确认死者为时年 34 岁的供电局抄表员刘

某，其于1996年6月5日上班后就失去联系，不知所踪。当地
警方调查后确定刘某在某小区“失踪”，而该小区一家贸易公司
的员工成某有重大嫌疑。

汕头当地警方准备缉捕成某时，成某却已于6月18日悄悄
逃离了汕头，并通过非法途径出境了。前些年，因杀人后逃匿
到泰国的成某，由于心理压力大，企图触电自杀，获救后被送往
医院治疗。期间，成某写信回国，称他“犯了事”，并流露出要回
国投案的念头，当汕头警方准备前往缉拿时，成某却又逃离泰
国。后来，成某还因非法移民两次，被老挝警方抓获，前后被判

了6年刑。成某在国外无法生存后，又潜逃回国，以“李德”的
假名在江苏、安徽等地的小工厂或菜市场打工。

经审讯，成某交代了21年前因其经营的贸易公司存在偷
电行为，被当时升平供电局职工刘某发现，双方发生了口
角。争执中，成某用健身哑铃将刘某砸死，并将其碎尸。据
悉，成某曾在当年 6 月 5 日晚上拿出 100 元，让小区清洁工把
他家里的五六袋用黑色薄膜袋装裹的“脏东西”给提走。清
洁工后来向警方反映，“脏东西”很沉重，他好奇打开其中一
袋，发现是类似“猪肉”样物品，但也没有多想，便将这些东西
清理了。

目前，涉嫌杀人的成某已被汕头警方刑拘。

用一分钱疯狂敛来
价值8万元的商品券

3名小伙子因盗窃罪入刑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彦明

本报讯 一分钱能买到什么？有两个大学生花一分钱，竟
然买到了价值数万元的商品券，阳澄湖大闸蟹、星巴克、哈根
达斯、东阿阿胶尽数被收入囊中。原来，他们利用的是购物
APP里面的漏洞。日前，两个自作聪明的大学生连同另一名会
员一并被海盐法院判刑。

方某是读软件工程的在校大学生，平时很喜欢在电脑上
捣鼓新鲜玩意儿。去年7月，正值大学暑假，他想趁暑期在网
上找点兼职做，正巧看到一些视频教学，内容是通过使用一些
手机软件漏洞在APP上修改商品的价格。

他将信将疑地加入了视频上提供的QQ群，发现群里都在
谈论哪些APP上有漏洞。有个群友设计了小程序发到群里，
方某试了试，发现是针对U掌柜APP设计的。于是，他按照群
主教授的方法，在U掌柜APP上买了价值2000元的星巴克、哈
根达斯月饼券，并按照步骤把订单价格修改成了0.01元。过
了几天，方某果然收到了面值2000元的券。

方某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把这件事告诉了同寝室的胡
某。两个人就开始疯狂搜索有漏洞的购物APP。1分钱买流
量包、充话费、买手表、买项链、音响、鞋子，两人把能买的都买
了个遍，然后合计着把买来的东西折价卖给黄牛套现，或者把
有漏洞的APP消息转卖给别人。

就这样，方某和胡某把一分钱买到的商品、提货券折价卖
给黄牛，又通过让他人交会员费的方法卖漏洞信息，短短时间
内赚得是盆满钵满。其中一个山东小伙易某交了1888元从小
方处得知了U掌柜的漏洞，几天时间里就多次以0.01元的价
格买到了价值8万多的商品券。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U掌柜的后台工作人员发现，系统
经常出现异常订单，而且异常订单越来越多。工作人员进入
系统一调查，发现这些异常订单都是以0.01元的价格成交的，
这才惊觉有人利用软件拦截并篡改了订单价格。后台人员修
复漏洞后一统计，发现损失惨重，赶紧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方某、胡某和易某先后被抓获。

海盐法院审理后认为，3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调试
代理软件，恶意拦截、修改商品交易价格，非法窃取他人财物，
已经构成盗窃罪，判处易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并
处罚金2万元；方某有期徒刑1年3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
罚金1.5万元；胡某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6000元。

骗子制作的假证书

逃亡国内外各地21年 来杭州8天便落网
杀人碎尸案凶手暴露身份后称“给我一颗子弹”

“您注册的网络关键词有人出100亿收购”
诈骗团伙注册多个科技公司上演收购戏码骗你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