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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谢颖 何忠婷

价格从每克 300多元涨到六七百元， 近年来黄金价格

持续走高， 黄金消费和投资市场热度持续高涨， 很多消费

者都希望通过购买黄金来实现资产保值。

近日， 徐汇法院对 2021年以来上海法院审结的 91件

涉黄金交易的案件进行梳理分析， 发现其中的交易陷阱可

不少。

那么， 怎样才能避开黄金交易中的这些“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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掺杂掺假侵害消费者权益

部分商家在销售时往往宣称饰

品为“999 足金”“纯金”等，但实际

纯度与宣传、标注不符，甚至不是黄

金。如长宁法院 2022 年 3 月一审审

结的原告李某与被告罗某、 上海某

信息技术公司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

纷案中， 李某在某电商平台一网店

购买黄金项链， 罗某承诺保证项链

是“正品黄金项链 999.9 足金”，后

经检测该项链为非贵金属首饰。

买黄金“洗白”非法资金

部分犯罪分子利用黄金易变现

等特点， 雇佣他人持多张银行卡多

地、 分批购买大量黄金后再转售，

将卡内的非法资金“洗白”。 如嘉

定法院 2023 年 6 月一审审结的黄

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案中， 被

告人黄某在明知银行卡内款项系他

人违法所得的情况下， 多次至金店

刷卡购买黄金， 金额达 100 余万

元。 最终， 黄某获刑三年六个月，

并被处罚金四万元。

违规收购为销赃提供便利

根据相关规定，回收旧黄金应

有经营许可证， 且应对旧黄金如实

登记出售人身份信息、 物品特征和

来源。 但部分二手黄金回收经营者

为牟取非法利益， 明知黄金来源异

常， 故意不登记或遗漏登记出售人

身份信息、物品信息等，为不法分子

变现提供便利。如奉贤法院 2021 年

12 月一审审结的郑某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罪案中， 被告人郑某经营黄

金珠宝店， 在明知卖家是盗窃所得

赃物的情况下，多次回收黄金戒指、

项链等饰品，总价值超过 2.8 万元，

最终郑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

并处罚金五千元。

小心黄金投资、托管骗局

部分案件中， 犯罪分子依托黄

金等贵金属价格持续攀升的大背

景， 恶意炒作黄金的投资属性， 推

出黄金托管经营业务产品， 以高收

益、 低风险为名诱骗公众购买。 如

上海二中院 2021 年 2 月二审审结

的顾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案中，

上诉人顾某负责经营管理上海一商

务信息咨询公司等， 推出贵金属托

管经营业务产品， 让投资者购买合

作企业的黄金产品， 而后代为保管

经营， 承诺给予投资人 9％至 17％

的固定年化收益， 造成 1400 余名

投资者损失 6.11 亿余元。

结合对 91 起案件的梳理 ，不

难发现黄金购买热潮下暗藏着不少

投资交易陷阱， 这不仅影响贵金属

交易的正常市场秩序， 也危害到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对此，法院建议：

购买选择正规渠道。购买时，选

择证照齐全的品牌商家、 正规电商

平台等正规渠道。 要注意留存消费

凭证，购买时索要发票或交易凭证，

并且载明商品名称、 规格型号、重

量、计价方式、价款等必要内容。

以旧换新关注细节。 为促进黄

金消费，不少商家推出“以旧换新”

等换购活动。 消费者应重点关注回

收价格、折旧费、耗损、新首饰加工

费等具体换购细节， 对更换首饰的

加工费优惠减免、是否换大不换小、

差价计算方式等内容以合同或补充

协议的方式形成书面证据， 以免误

入旧金饰回收、 金饰销售环节的价

格陷阱。

投资托管务必慎重。 随着金价

飙升，投资者获利丰厚。但投资有风

险， 贵金属品牌加盟店跑路现象亦

有发生。 因此，应树立正确投资观，

对“高收益、零风险”的投资宣传保

持警惕。在投资黄金托管产品前，务

必查证相关机构是否具备发行或代

销资质， 摸清投资的实物黄金是否

在金融机构或者正规的黄金交易所

进行登记， 以免掉入陷阱。

□ 通讯员 姜悦

坐在原告席上气愤的李

阿婆与坐在被告席上淡定的

大儿子刘先生在静安区人民

法院的法庭上激烈地对峙着。

一方声泪俱下不停哭诉：

“我把‘棺材本’ 放在大儿子

那里， 谁承想他却不肯还给

我。” 而另一方则是不断辩解

道： “这些钱由我帮母亲保

管着， 她可以放心。”

这是一起保管合同纠纷

案， 原告李阿婆是一名九旬高龄老

人。 她为何要起诉自己亲生儿子刘

先生要求他归还 70万元的养老钱？

这其中又有何纠葛呢？

母亲与儿子心生间隙

李阿婆育有二子一女， 女儿因

交通事故多年前过世， 刘先生是李

阿婆的大儿子， 也就是该案的被

告， 今年他已七十多岁。

多年前， 由于李阿婆家的老房

子拆迁， 李阿婆便一直住在刘先生

家。 有一天， 刘先生对李阿婆建议

说： “妈， 您现在年纪大了， 行动

也不方便， 急需用钱的时候， 你也

没法第一时间跑去银行取钱， 这样

吧， 你把所有的财产先存在我这

里， 我帮你保管。” 听到大儿子这

么说， 李阿婆认为他是出于关心，

便将多年来的积蓄 70 万元， 分别

通过现金交付、 银行卡交付和银行

转账方式陆续交给刘先生。

可令李阿婆没有想到的是， 自

刘先生开始保管这笔存款后， 每当

自己想要用钱让他去支取一部分的

时候， 他不仅不肯， 而且还矢口否

认这些钱款的存在， 这让李阿婆气

愤不已。 就连李阿婆向刘先生提出

想要拿回这笔钱在老家购买墓地，

也被刘先生一口拒绝。

老人起诉要回“救命钱”

后来， 李阿婆被检查出心脏及

双肺均有病灶，需要住院治疗，着急

的李阿婆便让刘先生把钱还给她用

于看病， 可是刘先生依旧寻找各种

借口， 拒不返还。 为了讨回自己的

“救命钱”，无奈之下，2023 年 7 月，

李阿婆把刘先生告上了法庭。

庭审中， 李阿婆称之前自己将

积蓄 70 万元交给刘先生保管，现在

年事已高， 急需这些钱用来治病救

命，要求刘先生立即全部返还。李阿

婆还递交了双方的一次通话录音，

用于佐证这 70 万元的真实性。录音

中李阿婆问：“你现在讲， 我在你那

里究竟存了多少钱？ ” 刘先生回答

道：“你存在我这里有 70 万元。 ”

刘先生辩称， 自己并非私自占

有母亲的存款， 而是怕母亲年纪大

了犯糊涂， 帮她保管着这些钱， 是

对她的负责。

司法温暖守护“夕阳红”

承办法官审理后认为， 该案案

由虽是保管合同纠纷， 调整当事人

之间的财产关系， 但因原、 被告是母

子， 案件还关系到家庭伦理和社会道

德风尚。 鉴于案件审理结果涉及高龄

老人的切身利益， 且老人看病就医的

时间不能一拖再拖， 为了积极有效落

实静安法院“涉老案件全流程观护机

制”， 该案在立案时被标注为“一级

红色”， 承办法官对李阿婆诉讼给予

引导帮助， 并多次主动与李阿婆取得

联系， 确认她本人的意思表示并积极

组织双方调解。

调解中， 承办法官耐心释法明

理， 并希望从亲情的角度感化刘先

生， 但未果。 最终法院认定， 尽管李

阿婆与刘先生并没有签订书面保管合

同， 但纵观在案证据， 刘先生确实受

李阿婆委托代为保管 70 万元， 原、

被告间保管合同关系成立， 因此， 法

院依法判决支持李阿婆要求刘先生返

还保管款项的诉讼请求。 后刘先生不

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很多老年人出于年事已高、 身体

欠佳以及对子女的信任等因素考虑，

会将自己的存款交给子女保管， 或提

前处置重大财产， 由此引发的家事纠

纷有所增加。 对于类似案件， 在法理

上， 老年人有权随时取回自己的保管

物；在情理上，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均

不能剥夺老年人自主处分个人财产的

权利。

法官建议， 老年人在委托儿女代

为保管财产时， 应与其协商签署书面

协议，对财产归属、保管办法等进行明

确约定，以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减少后

续可能产生的不必要的麻烦。

说法>>>

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