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铤而走险竟因“二胎开销大”

1982年出生的陈某某自小聪明能干，早年跟着珠宝

师傅当学徒。不久后，他就自立门户，也干起了珠宝维修，

店面就设在温州市中心。几年下来，陈某某在当地珠宝界

也算小有名气。

经过多年打拼，陈某某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娶妻生子，

有了一个令人羡慕的四口之家。就在家庭和事业都步入

正轨的时候，2015年左右，陈某某在经营钻石买卖的过程

中发现了意外的“商机”。

通过钻石交易市场的中间人，陈某某逐渐了解到，进

口钻石里藏着一些“门道”：国内指定唯一合法渠道是上海

钻石交易所（中国钻石交易中心），其费税为4%；但如果通

过水客偷运入境，则只需支付1%以下的好处费。

陈某某盘算着，自从生了二胎以后，家里的开销高得

难以承受，“走私钻石的确是个赚钱的好法子”。陈某某

说，一方面通过走私钻石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另一方

面他相信自己运气没那么差，“哪那么容易出事”。

就这样，抱着铤而走险的心态，陈某某等人为牟取高

额利润，开始通过水客走私钻石入境，在温州销售。

微信群里的跨国走私链条

陈某某等人先与中间人以及水客组建微信群，通过国

际钻石交易平台获得钻石信息，接着通过微信群或朋友圈

寻找买家接受订货；接单后，再由印度供货商或者其在香

港的代理商发货，经深圳中间人安排水客从香港取货，水

客通过人肉或者交通工具将钻石走私至深圳；最后通过快

递邮寄至温州，交付钻石收取货款。

经查，2017年以来，国外钻石网站业务代表中，仅刘

某某1人向陈某某寄送的快递就高达669次。

陈某某等人收到的“货”基本是已切割好的成品裸钻，

都具有GIA证书，证书上有相应的证书编码辐射码，以此

证明其为真钻。

他们将这些走私钻石进行进一步精深加工后，再对外

销售牟利，销售对象主要是做珠宝的同行，以及一些散客，

扣除相关费用后，利润率在1至2个百分点。

仅从2017年2月至2020年8月，陈某某等人总计走私

入境钻石9400余颗，货值超2亿元，偷逃税款3700余万元。

哥哥堂弟小姨子都被抓了

2020年9月1日，在海关总署“国门利剑2020”专项

行动的统一部署下，深圳、上海、温州、台州等地海关开展

同步行动，在抓获深圳的水客团伙后，顺藤摸瓜揪出陈某

某等温州本地的钻石货主。温州海关缉私分局于同日立

案，对犯罪嫌疑人陈某某等人实施抓捕，现场共计查获钻

石及证书100余套、钻戒若干枚。

经查，这是一起“家族式”走私犯罪，内部分工明确。

陈某某是总负责人，他的哥哥负责联系购买，堂弟负责联

系销售，小姨子是财务人员，其他相应环节也都由他的亲

戚专人负责。陈某某与其哥哥及堂弟作为股东，年底有分

红，其余团伙成员则领取每月四五千元的“工资”。

人虽然抓了，但是经了解，陈某某等人走私钻石的违

法所得已用于平时的生活开销。经过检察官的努力，4名

犯罪嫌疑人积极处置名下房产用于退赃，将600万元的违

法所得在审查起诉阶段全部退出，争取从宽处理。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认为对方“人傻钱多”，
他决定设下骗局

洪先生喜欢收藏，一直从某电视购物平台购买各

类古董、藏品。由于该平台多以货到付款方式进行交

易，因此，他和负责该片区的快递员宁某较熟悉。

宁某对古董收藏略知一二，因此，两人在货品交易

时也会聊聊藏品成色好坏、古董买卖行情。洪先生视

宁某为知己，但宁某却当洪先生是“冤大头”。在一次

次送货和交易的过程中，宁某发现洪先生购买的商品

大多没什么收藏价值，是个不识货的外行。

时间久了，宁某觉得对方“人傻钱多”，便动了歪脑

筋。于是，宁某精心设下了骗局。

2020年9月的一天，洪先生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对

方自称是某电视购物平台的经理王康：“先生您好，因

为您在我们平台购买过很多产品，已成为我们平台的

尊享会员，所以有个好消息告诉您。目前我们公司有7

套第四套人民币同号钞珍藏册，每套售价仅2.98万元，

您要不要收藏一套？”

这样的说辞听着和常见的电话推销套路类似，洪

先生果断拒绝了。挂断电话的洪先生回忆起前几天收

货时，宁某似乎提起过这套珍藏册。

因此，洪先生立刻打电话向宁某询问这件事。宁

某说自己对这个还算了解，洪先生遂简单介绍了自己

想买珍藏册，但不知是否值得入手。宁某表示需要洪

先生先发张珍藏册的照片，看后自己才好作出判断。

首次“交易”顺利完成，
他净赚5万余元

挂断电话没多久，王康打来了电话。电话中，洪先

生提出双方加个微信，并要求王康发一张珍藏册的照

片看看。收到王康发来的照片后，洪先生立刻将它转

发给了宁某。宁某“鉴赏”片刻，对该藏品表示肯定。

他对洪先生说：“前段时间，在西安的一个拍卖会上，刚

以15万元的高价卖出去一套。”

宁某还表示，前段时间自己送货时曾经手过这种

收藏册，家住松江佘山的李先生就以15万元每套的价

格卖掉过两套。所以，这套收藏册的收藏价值很高，值

得入手。

感觉洪先生还在犹豫，宁某便表示，后续自己可以

想办法帮洪先生把这套收藏册卖掉，一定不会亏本。洪

先生出于谨慎，还向宁某打听了一下王康的相关信息。

宁某说王康在公司里很吃得开，门路广货源多，他

手里的货肯定是好东西。于是，洪先生找这位王经理

购买了两套收藏册。数日后，经宁某的手，洪先生以货

到付款的方式，花费近6万元完成了这次交易。

其实，如果洪先生找到一位懂行的人进行咨询，就

会发现，仅花328元就能买到这套第四套人民币同号

钞珍藏册。那这个王康到底是谁？经调查，他就是宁

某。他杜撰虚假身份，用自己平时不常用的手机号注

册微信、拨打电话，配合自己的真实身份，完成了这笔

低买高卖的大买卖。

为了后续交易成功，
他借给被害人2万元

“成功”如此容易，宁某不甘心就此收手。于是，在

第一次交易成功后的第三天，他再次以王康的名义向

洪先生抛出了新诱饵。

这次，他推销的藏品是“全球只有两套的故宫珍

藏金币套装”。他还对洪先生说，其中一套给了某位

大领导。

经过上一次的珍藏册事件，洪先生对宁某的信任

更上一层楼，认为他是个靠得住的咨询对象，因此，又

一次向宁某打电话咨询。

宁某对洪先生打包票，一方面王康这个人绝对靠

得住，从他那里买东西，买到就是赚到，另一方面，这套

故宫金币十分稀有，升值空间很大，建议买入。

听完宁某的话，洪先生下决心要买到这套金币

套装。可看了看银行账户，洪先生发现自己手头没

有那么多钱。此时，王康在电话里对洪先生说：“没

关系，您先付5万元定金，22万元的尾款下个月内结

清即可。”

但洪先生那时连5万元也拿不出来，于是，他向宁

某提出借款2万元的请求。宁某觉得即便借给洪先生

2万元，自己仍净赚3万元，而且，后续他还会付清尾

款，自己是稳赚不赔。于是，宁某为洪先生垫付了2万

元，并收下了洪先生写的借条。随后，洪先生拿出3万

元现金一并交予宁某作为定金。

随后的几天里，洪先生到处找亲友借款，想尽

快将 22 万元尾款付清，早日将这套珍贵的故宫金

币收入囊中。此举却引起了亲友们的怀疑，洪先生

将事情向亲友们说出。经亲友们提醒，他才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2020 年 10 月 1日，洪先生向公安机

关报案。

宁某很快落网，警方在他运送快递的车里找到了

洪先生打的欠条和他从网络上以480元购得的故宫珍

藏金币套装，他也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2020

年10月16日，松江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诈骗罪对宁某

批准逮捕。

（文中涉案人物均为化名）

“全球只有两套的故宫珍藏金币套装”，成本只要480元
快递小哥为啥能卖出27万元？

《检察日报》

原价328元的第四套人民币同号珍藏册，

以近3万元卖出；原价480元的故宫珍藏金币套

装，以近27万元卖出……这其实是快递员宁某

的“副业”。2021年1月7日，上海市松江区检

察院以宁某涉嫌诈骗罪对其提起公诉。

温州小有名气的珠宝维修师，2年多走私9400余颗钻石
通讯员 章洁 叶丽芳 本报记者 蓝莹

9400多颗钻石，夹在纸币烟盒里，放

进鞋底内裤里，甚至夹藏在腰带里……

“通过走私钻石，我们每年能获利约

两三百万元，但没想到，最后连累老婆连

房子都住不上。”在看守所里的陈某某低

着头、叹着气，对检察官叶丽芳说道。

近日，温州市检察院对这起案值超2

亿元的钻石走私案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