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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在华为公司上班的她， 能用员工折扣买到华为手机似乎可以理解， 但为什么还能大量购买有折扣的苹果手机呢？ 苏某对此的回答是： “因为我的经

理认识苹果公司的经理， 我们各自都能以员工价大量购买手机， 此后双方可以资源置换。” 但真实的答案却再简单不过： “因为她是个骗子。”

在自行车车友会的活动中、 在出国旅游的旅行团里、 在美发店做头发时， 苏某都会和刚刚认识的朋友自称是在华为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上班。 “我也不

知道为什么我总会这么说， 我好像已经习惯了……” 谎话说多了， 也许自己也就信了， 从 2018 年起， 长期失业的苏某便以 “在华为公司上班” 的身份， 骗
取了至少 12 名朋友 400 余万元的钱款。

近日， 经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公诉， 法院以犯合同诈骗罪判处苏某有期徒刑 11 年 3 个月， 剥夺政治权利 2 年， 并处罚金 20 万元。

王女士是苏某在某自行车车友会认识的朋友。 2018 年

底， 王女士在朋友圈看到苏某说可以以官网 7折的价钱买到

便宜的手机， 便私信询问。 苏某告知王女士因为是用内部员

工的名额购买， 所以可能需要等两个月才发货， 买到的手机

还没有发票。

不仅实惠的价格令王女士心动， 这些拖延和没有保障的

告知更是成了苏某真是从内部购买的佐证， 王女士立刻订购

了一台。 等如期收到手机后， 王女士又为身边朋友订购了几

台， 均收到了货， 从此两人成为了朋友， 王女士也对苏某的

身份和能力深信不疑。

2021 年底， 在一次聚餐时， 王女士表达了自己想换苹

果手机的意愿， 苏某称自己可以通过“资源置换” 的方式以

7折的优惠帮她订购到最新款苹果手机。 2022 年 1 月， 再一

次成功收到货后， 王女士陆续帮自己的亲朋好友们订购了

45部各种型号的苹果手机， 价格均为官网价格的 7折。

一个月后， 这 45 部手机一直没有发货， 因此， 苏某提

出要给王女士一些补偿， 可以以官网 5折的价钱订购苹果手

机。 王女士闻言又在苏某处订了 11 部苹果最新款手机， 而

这 11 部则很快就到货了。 虽然有所怀疑， 但又确实能收到

其中部分商品， 因此王女士还是选择了相信苏某， 并陆续追

加了平板电脑、 手表、 笔记本电脑等产品。 这一次， 苏某却

始终以疫情无法发货等为由拖延。 截至案发， 王女士共向苏

某转账 56万元， 却仅收到十余部手机。

朱女士和王女士的经历相似。 2020 年 1 月， 朱女士在

去国外旅游时认识了苏某， 同样是以便宜的价格购买到了几

部手机， 便对对方深信不疑， 随后于 2022 年初发动身边人

向苏某订购了 70 余部打 7 折的苹果手机和少量苹果电脑、

平板电脑。 2022 年 6 月， 前面的 70 余部手机还因为“疫情

封控” 没能发出来， 苏某又提出可以预定尚未发售的苹果

14 手机， 一部 7 折， 十部以上 6.5 折， 朱女士便又追加了

48部。

过程中， 由于朱女士催得比较紧， 苏某就拉出了自己部

门的领导“赵经理” 做挡箭牌。 她给赵经理、 朱女士和自己

拉了个群， 在群里， 苏某还多次帮朱女士催自家领导“赶紧

发货”。 但那边的赵经理却总以“领导不在无法签字” “刚

复工工作比较乱” “部分机型无货需要退换” “送货途中被

拦截” “送货的司机病了” 等理由搪塞。 截至案发， 朱女士

共向苏某转账 58万元， 同样仅陆续收到手机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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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员工”能买大量折扣苹果手机？
一女子编造谎言骗取亲友400余万元获刑11年3个月

于先生在松江区经营一家手机店。 2019 年的一天， 认

识十年的朋友苏某问他是否需要低价的华为手机。 从此， 于

先生与苏某约定以后可以从苏某处进货。 两人说好， 于先生

先将一整年的手机定金转给苏某， 一般每部手机交 1000 元

定金， 此后苏某会按月配送手机， 收到手机后再支付剩余的

尾款。 由于相识多年， 最早几个月又都如数收到了手机， 因

此， 于先生有时也会直接支付全款， 而且， 订购数量也从最

初的几部、 十几部， 增加到了上百部、 上千部。

2020 年 7 月， 于先生向苏某支付了 120 余万元， 用于

购买下半年的华为手机。 可是， 从该月起， 于先生就没有再

收到过手机。 于先生向苏某询问， 苏某解释说是因为芯片资

源紧张、 产能不够， 但苏某承诺， 一定会于 2021 年将手机

全部发出。 出于相识多年又长期合作的信任， 于先生又于

2020 年 10 月至 12 月， 分几笔将一整年 2300 多台华为手机

的约 230万元定金全部转给了苏某， 但直至案发， 于先生也

只收到了其中的数十台。

对于一个“小员工” 为什么能从内部买到这么多手机，

于先生也不是没有起过疑心。 但苏某解释说， 他们内部购买

价格是 5.5 折， 她除了会将自己的份额全部买下， 还会花钱

收购部门同事的份额再转卖， 赚取差价。 这一说辞短暂获得

了于先生的信任， 直至 2021年 10月， 投入百万元货款却迟

迟拿不到货的于先生心急如焚， 对苏某提起了民事诉讼， 法

院判决苏某限期退还货款， 但苏某只陆续退还了其中一小部

分。

在等候苏某还款期间， 于先生也曾被苏某拉入一个有

“赵经理” 的群。 办案过程中， 检察官翻阅该群的聊天记录

发现， 赵经理曾在群内发过一份“华为手机合作协议”， 下

方有赵经理的签字， 以及一张“手机清单”， 下方有发货部

门“李经理” 的签字， 苏某则曾在群内发过“货物已装箱”

“货物已发出” 等消息， 但实际上， 于先生并未收到货物。

2022 年 7 月， 于先生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 因而选择了报

案。

在南京开手机店的梁先生也遇到了一样的骗局。 梁先生

的妻子是一名导游， 曾带苏某的团出境旅游。 回国后， 得知

苏某有该资源的梁先生与苏某达成了合作共识， 并先后支付

约 37万元， 向她订购了 26部苹果手机和 50部华为手机。

“她说她有货， 但又一直不给我发货， 我要求退钱， 她

也同意， 但又一直不给我退， 急死我了！” 梁先生说， 苏某

先后以“疫情无法发货” “钱存成了定期取不出来” “需要

到银行柜台去办理转账， 但排队人太多” “自己出了车祸”

等为名拖延发货及退款时间。 无奈之下， 梁先生也选择了报

案。

很快， 苏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到案后， 她对自己的犯罪

行为供认不讳。 原来， 苏某曾于十年前在华为旗下子公司上

过一年班， 但如今和华为公司没有任何关系， 已待业在家多

年。 交易中频繁出现的“赵经理”， 实则只是她工作时听说

过的一个人名， 她借用对方名字打造人力资源部经理的人

设。 经核实， “赵经理” 从事的岗位、 职务都和苏某说的不

相符， 对方也与她素不相识。 赵经理的微信号也是她自己注

册的小号。 至于“李经理”， 则纯粹是苏某杜撰出的人物。

人物都是虚构， 苏某在群聊中向客户发送的具有二人签

名的“合作协议” “手机清单” 等也都是由她伪造。

那么， 早已不是华为员工的她又是如何为被害人提供货

源的呢？ 据苏某交代， 为了能获得被害人的信任， 她找了多

家手机店， 以企业订购的名义购买了大量手机。 原本以为企

业订购能有优惠， 但实际上大多数为原价购入。 而且， 由于

有些手机是最新款， 比较紧俏， 甚至还是溢价购入。

原价乃至溢价购买， 再以 7折乃至更低的折扣出售， 这

样明摆着的亏本买卖， 即便苏某将客户转来的钱款全部用于

购买手机， 也必然要面对入不敷出的处境， 不是长久的经营

之计。 而根据苏某的银行流水来看， 她不仅没用这些钱去买

手机， 还将大部分定金和货款用于购买豪车、 奢侈品、 美

容、 旅游等消费， 只在被客户催得急时， 才买一两台手机寄

过去稳住客户。

“我从来不做记录， 反正客户会记着的， 我如果欠他们

货， 他们会催我的”。 审查逮捕阶段， 检察官在讯问时得知，

苏某本人都已记不清自己用这种方法骗了多少人， 对于自己

收费、 是否发货等情况也没有做任何形式的记录。 甚至可能

还存在着许多被害人不知情， 吃了“哑巴亏”。 因此， 承办

检察官建议公安机关在批准逮捕后进一步补充侦查相关证

据， 明确被害人数量及金额。 最终， 结合聊天记录、 银行流

水及嫌疑人的供述等证据， 确定被害人 12 名， 涉案金额共

计 400余万元。

检察官介绍， 本案中， 苏某与被害人口头约定的买卖合

同具有法律效力， 苏某的行为属于没有实际履行能力， 以先

履行部分合同的方法， 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

同， 可以认定为是在经营领域中合同签订、 履行过程中发生

的诈骗行为。 经审查， 在案证据能够证实， 苏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 在签订、 履行合同过程中，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2022 年 12 月 15 日， 松江区检察院依法对苏某提起公

诉。 2023 年 2 月 2 日， 经审理， 苏某最终被依法判处有期

徒刑十一年三个月， 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并处罚金二十万

元。

检察官提醒广大消费者， 不少关于手机的诈骗、 合同诈

骗案等都发生在朋友圈的“小广告” 里， 甚至很多是熟人作

案。 因此， 在日常需要购买手机等电子产品时， 建议从正规

渠道购买并开具发票， 便于未来依法维权， 切忌图一时小

利， 上了不法分子的当。

“小员工”成供货商 大量手机为何“已发未到”？

内部员工有福利 可7折买最新款手机？

做的是原价购买、打折出售的

“亏本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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