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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条语音30元，卖萌装惨诈骗
“撸包”骗术黑链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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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网络上假扮美女交友， 通过话术语音包， 以各种理由向男事主骗取红包。 多地警方披露， 今年以来， 有犯罪分子通过这种行为进行

网络交友类诈骗。

这类骗术又被称为 “撸包”。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 在这类骗术背后， 隐藏着一条买卖女性社交语音包的黑色产业链， 大量店铺贩卖可

用于多个社交平台的语音包， 而且支持私人定制， 包括一些露骨内容。

在北京市朝阳区从事建筑行业的

李力(化名 )?两年前曾遇到过这种

“撸包” 骗术。

李力喜欢喝茶， 但由于工作比较

忙， 他一般?网上购买茶叶。 购买过

几次茶叶后， 李力加了一些卖茶叶以

及探讨茶叶品质的微信群， 这些群有

的是卖家拉他进去的， 有的是群友拉

他进去的。

进群之后， 李力隔三差五就会收

到群友的微信好友申请。 看到添加信

息都是来自茶叶相关群， 李力没有多

想， 基本上都通过了他们的申请。 通

过浏览这些“新朋友” 的微信朋友

圈， 李力发现他们都是销售茶叶的卖

家， 添加好友后， 对方都会发来一句

问候， 或者发上一段文字“喝新茶联

系我， 优惠 +赠品”。

?这些“新朋友” 中， 一位名叫

“正山小种茶妹” 发来的信息引起了

李力的兴趣。 一是因为李力喜欢喝正

山小种； 二是“正山小种茶妹” 发来

的信息不仅配有采摘茶叶时的图片，

而且还有炒茶、 泡茶等视频， 并且有

真人出镜。

“由于储备的茶叶快喝完了， 本

就准备购买一些， 就和‘正山小种茶

妹’ 询价。 经过一番划价后， 对方同

意半斤 150元包邮， 不过对方只接受

微信转账直接付款， 不支持货到付款

以及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 李力说。

虽然担心受骗， 但?经过一番心理斗

争后， 李力还是转了钱并将地址发给

了对方。

过了几天， 茶叶仍未收到。 李力

向对方询问快递单号， 想查一下物流

信息， 谁知对方发来语音说:“爷爷

病了， 近几天很忙， 没有顾上发快

递。”

李力一听， 对方的语音是女生

的， 语气也很着急， 加上语音显示当

时的环境嘈杂， 便回了一句 :“不

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李力时不

时咨询对方是否已经发货， 对方要么

语音回复“快了， 明天就发”， 要么

就发给他一段老人输液的视频。 “等

了近两个星期， 茶叶仍没有收到， 我

也没有再催， 心想卖家家里有事， 耽

搁一段时间可以理解。” 李力说。

然而， 当看到微信朋友圈中另一

位卖茶叶的“朋友” 发了一段视频，

并有语音“家里爷爷病了， 急需甩卖

茶叶回钱给爷爷看病， 希望您支持妹

妹一下， 不胜感激” 后， 李力懵了。

他点开视频一看， 发现这段视频正是

几天前“正山小种茶妹” 发过来的视

频， 而且声音几乎一样。

“起初， 我以为这两个微信号是

一个人， 不过经过一番试探后， 发现

并不是这样的， 一个认识我和我解释

原因， 一个极力推销。 而且这位极力

推销的卖家可以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

茶叶。” 李力说。 至此， 他才发现自

己被“套路” 了， 最后把这类“好

友” 全部删除了。

装惨博得同情 诱导买家转账

这些极度相似的语音包究竟是从

哪里来的？

记者调查发现， ? QQ 群里可

以购买此类“商品”， 并且此类售卖

语音包的人大量存?于QQ群中。

按照线索， 记者添加了一个名为

“女声语音包” 的 QQ 群。 ?浏览了

群聊天记录后， 记者发现有一位昵称

为“语音定制” 的网友?出售语音

包。 ?他这里， 30 元就可以购买语

音包， 其中包含 2000 条语音， 可以

永久使用， 同时免费赠送生活照和视

频。

要想使用这些语音包， 需要点击

对方发来的链接， 再下载一款名为

“兔兔” 的语音包软件， 然后通过此

款软件?微信或 QQ 等平台上发送

设置好的话术语音。 记者发现， 这款

软件还支持定制语音， 2 元一条， 10

条起定， 字数不超过 20 字， 50 元以

上 7折。 对方承诺包售后， 可免费更

新。

记者从一位名为“断言” 的网友

处得知， 现?有一种语音包是免费

的， 叫做“皮皮虾” 语音包， 只需要

通过链接分享给他人， 他人点击进去

后便可免费使用。 不过， 这类免费的

内容仅包括解锁语音包， 不包括变声

器， 不能视频， 也不能实时连麦。

“免费的语音包有具体的声音和

声线，属于固定的声音，音质不好，容

易暴露。而变声器就没有这个风险，只

需充值 500 元至 1000 元就可以使用，

而且方便好用。” “断言” 说。

货比三家后， 还有更便宜的。

一位名为“LOKtu” 的网友告诉

记者， 他售卖的 30元语音自制软件，

包含变声器， 可以永久使用， 并且内

容不断更新， 同时可选择自己想要的

声线， 甚至可以视频聊天和语音连

麦， 只需要把软件留?后台， 就可以

一直使用。 不过， 30 元不包括视频

和生活照。

除了 QQ 群， 某电商平台也?

大量销售语音包， 价格? 5 元至 100

元不等。

记者随机联系了一位店铺客服。

据客服介绍， 他们有很多种类， 安卓

版自制同人语音 1000 多条， 可以?

微信和 QQ 同时使用， 每月更新 19

元， 每天更新 29 元， 不更新 15 元；

电脑版支持 QQ 端的游戏， 模拟器

APP， 售价 38 元； 苹果版只适用微

信， 售价 89元。

这名客服还介绍称， ?语音定制

方面， 接受各种格式语音定制， 3 分

钟内交货， 5 元 3 条。 安卓手机更新

方便且便宜； 苹果手机更新慢， 一条

需要好几分钟， 不支持更新， 所以软

件价格比较贵， 售价 89 元， 不过可

免费赠送视频和图片。

这样， 一条买卖女性社交语音包

的黑色产业链渐渐浮出水面。 不法分

子通过购买语音包， 包含图片、 视频

等， 然后利用社交软件， 通过撒娇、

卖萌、 装惨等方式骗取受害者的红

包、 转账。 一旦被发现便立马拉黑，

再寻找下一个“猎物”。

千条语音 30元 赠送图片视频

平台或须担责 买家务必警惕
那么， 语音包交易发生的平

台或者诈骗行为发生的社交平台

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对此， 朱晓峰说:“如果社

交平台组织实施相应的诈骗活

动， 那么其当然应当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 行政责任和刑事责

任。 即使社交平台不是诈骗活动

的组织者， 但其明知或者应知平

台用户?实施诈骗活动没有采取

相应措施的， 也应承担相应的民

事侵权责任和公法责任。 如果社

交平台并非明知亦非应知， 那么

?他人通知其平台上存?诈骗等

侵权行为而未采取相应措施的，

也应对损失扩大部分与实施诈骗

的行为人共同承担责任。”

王四新也认为， 平台如果发

现语音交易行为， 应当对其进行

跟踪， 采取警告， 甚至可以阻止

交易进行， 如果发现非法交易，

应立即拉入黑名单， 对情节严重

的进行封号处理， 还可以向司法

机关举报。

“消费者要警惕这类消费陷

阱， 如果发现可疑现象， 要向平

台举报， 或者向国家设立的专门

机构举报， 比如向违法不良信息

举报中心、 公安机关举报等。 一

旦涉及财产转移， 消费者务必当

心， 通过可信渠道核实查证， 如

打电话、 视频等， 辨别交易对象

的真实面目以及交易流程可能产生

的结果。” 王四新说。

?朱晓峰看来， 消费者?发现

被骗后首先应保存好相关证据，

并根据被骗情况来决定具体的维

权措施。 一般而言， 对于情节严

重的， 比如涉及钱款较多或者人身

伤害的， 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对于造成较大财产损失或因人身侵

害而有严重精神损害的， 可以及时

向法院提起诉讼， 主张损害赔偿；

对于个人重要信息被骗的， 可以通

知网络平台运营者删除相关信息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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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语音获利 触犯多部法律
对于这种买卖社交语音包的

现象，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

授朱晓峰认为， 应从以下几个方

面考虑： 一是语音包的声音， 如

果声音是由电脑合成而没有模仿

任何自然人尤其是社会公众人物

的声音， 那么该语音包制作者的

合法权利应予保护； 如果声音是

由电脑合成但模仿了他人尤其是

社会公众人物的声音， ?未取得

被模仿者同意的前提下， 相应的

制作行为存?侵犯他人人格利益

的不法性， 受侵权责任法调整。

二是语音包的内容， 未模仿

他人的声音或者经他人同意而模

仿他人声音制作的语音包， 如果

内容并没有色情、 暴力等法律法

规禁止传播的成分， 那么对于相

应语音包的买卖应交由私法调

整， 公法不宜过度介入； 如果语

音包的内容涉及法律禁止的色

情、 暴力等， 那么相应的制作和

买卖行为可能会纳入公法的调整

范畴， 受到刑法等的规范。

三是语音包的使用， 对于未

模仿他人的声音或者经他人同意

而模仿他人声音制作的语音包，

?语音包内容合法而被买受人用

于诈骗等非法目的时， 制作人和

出卖人原则上不应承担法律责

任， 而是应该由具体实施不法行

为的人， 如诈骗者， 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朱晓峰进一步分析称， 不法

分子利用语音包实施诈骗， 可依

据语音包内容是否合法区分为两

部分进行分析。 对于利用内容合

法的语音包实施诈骗， 由具体实

施诈骗的人依据侵权责任法向遭

受侵害的受害人承认民事侵权责

任， 如赔偿损失、 赔礼道歉等，

情节严重而触犯治安管理处罚

法、 行政处罚法、 刑法的， 应承

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对于利用内容违法的语音包实施

诈骗， 由于语音包的制作者和出

卖人也存?违法行为， 所以相应

的诈骗行为导致他人侵害时， 应

由语音包的制作人、 出卖人和具体

实施诈骗的行为人共同承担相应的

侵权责任。 由于相应的不法行为也

会涉及治安管理处罚法、 行政处罚

法、 刑法的评价， 语音包的制作

者、 出卖人和利用语音包诈骗的人

也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

任。

?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副部

长、 网络法与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

任王四新看来， 买卖语音包这种现

象本身不产生社会价值， 也就是

说， 这种买卖不像其他的买卖有合

法的、 正当的目的， 如买衣服、 买

鞋等。 一旦利用买卖的语音从事非

法获利， 让对方产生错误认识， 影

响他人判断， 引诱他人和自己发生

虚假交易， 就是一种违法犯罪行

为， 是一种典型的利用高科技进行

诈骗的行为。

“刑法里有关诈骗的相关法律

规定完全适用于这种情况， 可以用

刑法中的诈骗罪来打击这类行为。”

王四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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