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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太深 专家、买家、
鉴定人员全是骗子

今年3月，河南的张先生在搜索网站

上找到一家名为常州宝德文化艺术品公司

的“古玩鉴定交易”藏品公司。与“专家”联

系上后，他将自己的藏品古钱币拍照发给

了对方。

“您这件藏品年代很久了，价值至少

100万，建议您带着藏品亲自来我们公司，

做一个更全面专业的鉴定。”第二天，张先

生就接到了来自“专家”的电话。一听说古

钱币价值这么高，张先生很心动，随即飞往

常州，找到了该公司。

在这里，张先生的古钱币得到专家的

肯定，并很快找到了买家。双方经过商定，

决定以100万元的价格进行交易。此时，

买家提出，需要张先生提供权属证，就是要

求权威部门对该藏品进行鉴定和备案。随

后，在公司业务员的介绍下，张先生来到唐

御信息权属登记中心，缴纳了1万元的鉴

定费用后，他拿到了一个密封的档案袋。

登记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为了保证鉴

定的公正性，建议张先生回到宝德公司再

拆封档案袋。工作人员的这番交代，让张

先生感觉非常正规，于是对这次鉴定更增

加了几分信任。而最后的鉴定结果，却让

他几分欢喜几分忧。原来，鉴定报告显示，

古钱币是省一级文物，按照国家法律规定，

不允许私下交易。眼看着到手的100万要

打水漂，张先生自然不肯作罢。此时，公司

业务员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他建议张先

生通过拍卖将藏品进行交易，并表示拍卖

会在6月下旬举行，届时会邀请他免费前

往香港参与。张先生表示同意，并与宝德

公司签订了保拍的合同，随后返回河南。

然而，张先生不知道的是，他前脚刚

走，与他交易的那位“买家”又“看中”了另

一位卖家的藏品。同样高价收购，并且要

求鉴定。而在下一位“卖家”前往登记中心

的路上，公司业务员、买家、专家和鉴定人

员早已聚在一个微信群里，商量好了藏品

的鉴定价格、鉴定结果，只等最后一步——

卖家上套。

注册公司 疯狂作案形成
30余人团伙

经初步查明，2017年11月，犯罪嫌疑

人王某成立了常州宝德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和唐御信息权属登记中心，随后招募犯罪

嫌疑人周某、戚某、路某等30余人以团伙

化、公司化的形式作案。

“买家均系公司业务员扮演，所谓的鉴

定证书也都是模板，卖家还在去鉴定的路

上，我们在微信群里已经商量好鉴定结果

了。”犯罪嫌疑人周某称，公司里像他这样

的核心人员，之前都在苏州、上海等地类似

的藏品公司工作过，可谓是鉴宝诈骗界的

“老手”了。对于招募的新人，他们还印制

了所谓的“降龙十八掌”宝典，详细记录了

营销策略、沟通技巧等话术，供业务员“学

习”。

该团伙的诈骗方式大致分三种，第一

种是藏品展览，不需要鉴定，卖家只需要支

付500元至2000元不等的费用，他们负责

通知客户。“其实我们根本不会找买家来看

展品。”该公司业务员称，完成这种“展览”

的单子，业务员能够提成展费的10%至

15%，因为提成太少，所以业务员都会选择

其他的两种“业务”——即私下交易和

拍卖。

当卖家要求私下交易时，由公司内部

人员扮演的“买家”就会“及时”出现议价，

并要求卖家对藏品做鉴定或者权属证明，

一份鉴定的费用一般是藏品价格的1%左

右。当然，“鉴定证书”都会显示藏品为馆

藏品，不允许私下交易。此时，卖家已经损

失了1万元至2万元的鉴定费用，通常都

会接受业务员提出的免费帮忙拍卖的

建议。

另外一部分卖家，在“专家”初步鉴定

藏品的价值后，会直接走拍卖形式，虽然可

以免去鉴定证书这一环节，但还是需要支

付起拍价1%左右的质押金，同样要支付1

万元至2万元不等的费用，最后这笔钱会

由“专家”、业务员和公司高层按比例提

成。犯罪嫌疑人周某表示，6月下旬是公

司统一对卖家宣称的拍卖时间，“因为6月

我们就打算结束业务关门走人了。”

全面掌握线索后，今年5月，公安机关

一举将这一诈骗团伙抓获归案。据初步统

计，半年的时间里，该案被害人达350余

名，涉案金额达560余万元。

日前，武进区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

犯罪嫌疑人王某、周某、戚某、陆某等35人

依法作出批准逮捕决定，2人因证据不足，

不予批捕。该案还在进一步审查中。

被人踩了一脚金项链就没了

7月7日早8时许，和老伴一起在北京

朝阳石佛营菜市场买菜的孙大妈，突然觉

得脚疼，低头一看，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

踩了她的脚，对方看着她却一言不发，“你

这人踩人脚怎么也不道歉？！”孙大妈气愤

地说，没想到挨说的小伙子没争辩，却扭头

快速离开了。

懊恼自己碰到不懂礼貌的年轻人的孙

大妈和老伴往前刚走过一个菜摊，一个差

不多年纪的小伙子迎上来突然说了一句

话，让老太太腿都软了。“大妈，您项链让人

剪了您还不知道呢。”老人一摸脖子，女儿

送的金项链果真丢了，老人瞬间慌了，好心

小伙于是帮忙拨打了110。

虽然报了警，但孙大妈对找回项链却

不抱什么希望。没想到，当天下午，派出

所就打电话通知大妈偷项链的人被抓住

了，项链也找到了。当晚，派出所民警还

特意到老人家里，让老人辨认了项链的

照片。

分工合作 专盯老人金饰

原来从今年4月底开始，警方连续接

到五六起发生在集市的金项链失窃报案，

事主反映的情况也类似，都是逛完集市突

然发现金项链丢了，过程中都碰到过被踩

脚、被抱腿等突发小事。

频繁发生的同类报警，引起了派出所

的高度重视。在案件侦破过程中，警方发

现该团伙是一个在全市流窜作案专业团

伙，遂开展侦破工作。

经过多番摸排，警方终于得到线索，该

团伙在集市再次作案，可由于集市嘈杂，团

伙人员较多，侦查员又处于分散盯守状态，

贸然抓捕，必然造成漏网之鱼。此次团伙

显形，另一个重要目标走入侦查员视线。

该团伙作案，有司机在外围开车接应，因此

侦查员将目光瞄准司机和车辆。

通过调取视频，跟踪车辆，侦查员在司

机居住地进行了蹲守。奇怪的是，作案用

的银色小轿车突然消失，调取了大量视频

都没有车辆线索，司机行踪也随之失踪。

经汇总分析后，侦查员们决定继续采用“笨

办法”，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到司机在朝阳

区的最后出现地点，继续蹲守。

隐身半月 再出手被抓获

终于在7月5日早4点多，消失半个月

的小轿车和司机再次出现。司机开车到附

近小区挨个接上同伙，驱车前往各个市场，

寻找合适下手的机会。

当日，侦查员们追踪到了大兴区青云

店市场，团伙未找到合适人选下手，侦查员

们无法抓现行。7月7日，趁团伙在朝阳区

对孙大妈的项链下手之机，成功抓捕。6

人团伙无一漏网。

据办案民警介绍，此团伙在市场寻找

佩戴金项链的事主，一般会选择链子相对

粗一些事主下手。首先由一名成员用踩

脚，不主动道歉，激怒事主的方式吸引其注

意力。或者向事主脚下扔100元，借机抱

住事主腿，同时大喊“别动，你踩着我钱

了！”的方式吸引事主。遇到这种情况，一

般人都会被转移注意力，这时旁边拿蔬菜

的同伙会举高袋子假装路过，用菜扫一下

事主脖子，这种情况不会引起沉浸在突发

事件中的事主警觉。

就这一瞬间，另一团伙成员会在同伙

蔬菜的遮挡下，用锋利小剪刀剪断金项链，

并火速传给旁边同伙，得手后，团伙成员会

快速撤离。“孙大妈被偷金项链时，她周围

其实还有其他配合人员，都围在周围。”侦

查员说。

抓捕成功后，侦查员还在该团伙窝点

搜出其他赃物，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

中，赃物也在核实之中，找到事主后将逐步

归还。

假鉴宝真骗局，350多名藏家都被坑了
团伙核心人员都是鉴宝诈骗界的老手
《检察日报》夏丹

“我要报警，这家公司收了我1万多元的古玩鉴定费用，现在东西没卖出

去，鉴定费也不退！”今年3月，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多个派出所频繁接到关于

鉴宝纠纷的群众举报。协调处理后，民警发现，这些纠纷均牵涉两家公司——

常州宝德文化艺术品公司和唐御信息权属登记中心。民警顺藤摸瓜，随即展

开调查，历经两个月时间，揪出了一个37人的“鉴宝”诈骗团伙。

逛市场被人“踩脚抱大腿” 一摸脖子金项链没了
戏精团伙“生事”只为偷

《法制晚报》于忠洋

踩别人脚，不道歉的小伙子；抱老人腿，大叫说钱被踩到的古怪中年人，喧

闹市场中的突发小事，让事主在低头抬头的一瞬间，几千元的首饰不翼而飞

了。 近日，警方多部门联合破获一专盯中老年妇女金项链下手的“戏精”盗窃

团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