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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人名片：翁里

本报记者 陈赛男

一份股东大会同意借款的决议书，一份

收到该笔借款的收据，一借一收白纸黑字写

得分明，上面还有借款方的签字、盖章，咋

一看就是一起再正常不过的民间借贷事件。

可是，等还款时间到了，借款方不仅不

还钱，还直呼自己“冤枉”，声称两份文书

上的签字是假的，印章也是假的……

到底谁在说谎？两份文书的背后是否另

有隐情？今天我们就通过文书鉴定来揭开这

起借贷纠纷的真相。

4400万元的借款疑云

2018年8月，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接到一份来自武汉市公安机关的委托。委托

的事项是对两份文书上面的签名字迹是否为

签名人本人书写、公司印文是否为该公司公

章所盖印进行司法鉴定。这属于文书

鉴定领域比较常见的笔迹、印章印文

的同一性鉴定。

这两份文书正是前文分别提到的

《股东会决议》和《收据》。

2015年11月，武汉某科技公司的

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同意本公司与另

一人共同向一个叫李源（化名）的人

借款4400万元，随后由公司股东“林

强”（化名）签字并盖上公司公章，最

终形成一份《股东会决议》。而另一份

《收据》的内容正是确认了该公司已收

到全部借款 4400万元，上面同样有

“林强”的签字及其公司公章的印文。

有借款决议，也有收款凭据。还

款期限一到，出借人要求还款原本是

理所应当。可是，林强一口否认这笔

借款，声称自己根本没有在两份文书

上签过字，公司也没有在上面盖过

章，两份文书都是伪造的。

难道林强真的是被冤枉的？考虑

到涉及金额巨大，两份文书的真伪直

接关系到案件的侦破，公安机关在调

查过程中相当谨慎，决定通过司法鉴

定揭开真相。

签名与印文同源

第一次鉴定委托的是深圳某鉴定

机构，这次鉴定并不顺利。

因为两份文书均无法提供原件，

鉴定人只能通过扫描件进行比对，这

就导致很多有效细节特征丢失，比如

无法辨别用笔轻重等书写习惯，在一

定程度上加大了鉴定的难度。

传统的笔迹鉴定一般从两个层面

进行比对：一是一般特征，比如字体

字形、文字布局、书写水平等；二是

细节特征，比如笔画搭配以及起笔、

行笔、收笔等特征。

在比对过程中，鉴定人发现，《股

东会决议》和《收据》上的签名字迹

均用黑色笔书写，为行书自由体，书

写水平中上，运笔流畅，笔力强劲，

与样本字迹相比，两者的书写水平相

当，在笔顺、运笔形态和方向、搭配

比例关系等特征上基本雷同。

两份文书的印文与样本印文相

比，两者的印文内容、结构、布局、

形状、大小尺寸等规格特征相同，且

文字的笔画、线条的搭配比例关系等

细节特征基本一致，经重叠检验，两

者印文完全重合。

也就是说，通过鉴定基本可以判

定两份文书上的签名与样本签名属于

同一人的书写笔迹，印文与样本印文

是同一枚印章盖印形成。

对于这样的结

论，林强不服，且态度

坚决。为谨慎起见，武汉市

公安机关再次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

进行二次鉴定。

对于签名、印文的同一性鉴定，浙江

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初次鉴定结论与深圳

某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结论基本相同。

林强在说谎？可是，凭借多年的办案

经验，无论是承办案件的民警还是鉴定专

家直觉上都认定此案背后似有隐情。

巧破“移花接木”揭真相

在对此次鉴定结果进行复核的时候，

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文件室主任翁里尤

为仔细，并从中发现端倪。

“在电子显微镜下放大了 200 多倍

后，发现红色印文周边有很多黑色的墨痕

……”这让翁里很在意。再仔细观察，两

份文书上的“林强”签名，多处笔画边缘

呈现“平直”“三角”“锯齿”等用电脑软

件擦除、修饰的痕迹特征；印文的中英文

字多处笔画边缘也同样呈现出此类痕迹特

征，甚至在红色笔画中间及其外围还出现

了未能消除干净的其它残留颜色。

结合之前媒体报道过的案例，翁里心

里有了大致的判断。随后，翁里重新调整

了鉴定思路，对两份文书上的签名、印文

的形成方式进行鉴定，最终判定两份文书

上的签名、印文均有PS痕迹，并非书写

和盖印形成。

真相呼之欲出。

“签名和印文均是从另一份文件中移

过来，都是真实的，只不过经过PS处理

后，嫁接到《股东会决议》和《收据》两

份文书上。”翁里解释说，这种“移花接

木”的伪造手段第一次碰到，此前鉴定的

方向都是根据委托事项，放在笔迹、印章

印文的同一性鉴定上，而对其形成方式没

有过多怀疑，这才出现了误差。

真相揭开之后，还了林强的清白，也

给公安机关侦破案件提供了关键证据。

伪造印章印文层出不穷

一个月后，翁里所在的鉴定小组，正

式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为该起鉴定事

项划上句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各种

伪造印章印文手段总是层出不穷。

“最常见的是‘以假乱真’，通过制作

假公章来达成目的。”在翁里的印

象中，这类伪造印章印文的鉴定案

件每年占据九成。去年，江西省某公司深

陷民间借贷纠纷，正是因为对方在一份

《借款确认书》上的印文与该公司在公安

局备案的公章并非同一枚，而是另外伪造

的一枚公章。

“虽然伪造技术很高超，但在笔画的

相对距离位置、标点符号等细节上仍存在

差异，最终露出了马脚。”翁里回忆道。

而另一种常见的是“朱墨时序”鉴

定，也就是判断印文与文字形成的先后

顺序。

翁里曾经遇到一个案子，委托事项是

对一份《协议书》的真伪进行鉴定，最终

经过鉴定发现，这份协议书的印文的确是

公司的公章所盖印，但是属于先加盖印

章，再打印文字。

如今，随着电子印章的广泛使用，伪

造印章印文技术也在不断变化。在翁里看

来，这也给鉴定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现任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研

究生导师，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

心文检室主任；兼任浙江省司法

鉴定协会文书痕迹鉴定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浙江警察学院客座教

授；作为司法鉴定人，他为各地法

院、仲裁机构及企事业单位委托

的文书鉴定案件出具了 1300 多

份鉴定意见书。

鉴定人说：
印章印文是当前社会公务往

来、商务交往的重要凭证，比如一

些官方文件及证明信、企业合同、

票据、毕业文凭等等都离不开印

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小小印章

已渗入现代生产生活的各个角

落。但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利用电子印章造假的违法犯罪活

动日渐增多，受到各种利益的趋势

和诱惑，便有人利用各种手段伪

造、变造印章印文，非法牟利。

因此，在预防印章犯罪的过程

中，一方面要提升司法鉴定人的鉴

定能力；另一方面相关企事业单位

要依法管理印章，规范印章使用流

程，从源头上避免伪造印章印文的

泛滥。

小小印章牵出巨额借款纠纷
是“移花接木”还是确有其事？
鉴定专家巧破伪装揭开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