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沈媛 通讯员 徐杰瑛

本报讯 王某购买二手品

牌墨盒零件， 组装加工后以正

品的名义对外销售牟利。 近

日， 金山区人民检察院以假冒

注册商标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2019 年， 王某开设了一

家专门经营办公用品的网店，

由于售卖的用品都是不带商标

的通用款， 网店的销量一直没

能达到王某预期。

2020 年 11 月， 为提高利

润额， 王某通过各种渠道购

买二手正品墨盒配件和防伪

标、 包装盒等材料， 在自己的

小作坊内， 将配件清洁、 贴

标、 包装， 如此一来， 崭新的

“品牌” 墨盒就“生产” 了出

来。 其后， 王某将这些假冒的

品牌墨盒以“正品” 名义挂到

网店内进行销售， 利润上涨不

少。

去年 10 月， 民警在工作

中发现某网店有销售假冒品牌

墨盒的嫌疑。 经过侦查后， 民

警于同年 11 月将王某抓获归

案。

王某的行为不仅侵害了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更侵犯了品

牌方的知识产权及商业信誉。

案件移送金山区人民检察院

后， 检察机关向涉案品牌方送达

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被害单位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最大限

度保障被侵权企业的诉讼知情权

和参与权。

在案件办理期间， 检察官多

次与被侵权企业及其诉讼代理人

联系沟通， 积极引导被侵权企业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近日， 金山区检察院依法以

假冒注册商标罪对王某提起公

诉， 被侵权的商标权利人同时提

起附带民事诉讼。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吴珊珊

本报讯 一票难求的上海

博物馆“古埃及文明大展”，

不法分子嗅到“商机”， 通过

买卖居民身份证件， 用他人身

份信息预约埃及展门票倒卖牟

利。 近日，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以买卖身份证件罪对该起案件

的被告人周某、 刘某提起公

诉。

今年 8 月 23 日， 公安机

关在工作中发现刘某在向路人

兜售上海博物馆埃及展门票，

遂对其进行盘查。 随后， 警方

在刘某电动自行车内发现了大

量居民身份证件， 刘某交代证

件系从周某处购得用于预约展

览门票出售赚钱， 本案遂案

发。 次日， 警方抓获了周某。

11 月 28 日， 该案移送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 “因为这个

展览很火， 很多游客预约不到

参观名额， 我就想倒卖门票赚

取差价 。 ” 刘某如实供述 ，

“由于展览是实名制的， 为了

方便预约， 我就找周某买了些

身份证。”

经审查查明， 刘某为使用

他人身份信息预约门票进行倒

卖牟利， 向周某购买居民身份证

件， 周某将他人处购得的 40 张

居民身份证件以 130 元每张的价

格出售给刘某， 并收取 5200 元。

检察机关认为， 周某、 刘某

的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 第二百八十三条第三款，

应以买卖身份证件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检察机关提醒， 预约购票要

通过正规渠道， 切勿轻信并购买

“黄牛票”。 “黄牛票” 不仅扰乱

了正常的票务秩序， 更可能导致

购票者面临无法入场、 个人信息

泄露等风险。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卞瀚

本报讯 “你怎么开车的？

你看我手机都撞坏了， 你得赔

偿我！” 朱某某自认为凭借一

部破损手机做道具讹诈路上来

往车辆， 有了“生财之道”，

实则已触犯法律。 近日， 浦东

警方抓获一名新型“碰瓷” 诈

骗犯罪嫌疑人。

“我拿个手机取卡针的功

夫人就跑没影儿了！” 12 月 21

日 19 时， 黄先生来到浦东公

安分局孙桥派出所窗口报案称

自己遭到了诈骗。

据被害人黄先生描述， 当

日 18 时左右其驾车于浦建路

龙阳路路口与一骑着共享单车

的男子发生碰撞， 对方声称华

为手机被摔坏了， 要求黄先生

赔偿。 经协商， 黄先生答应把

自己闲置的一部华为手机赔偿

给对方。 黄先生在荣科路纳贤

路附近将手机交与对方后， 对

方又说要把破损手机里的 SIM

卡取出换入黄先生赔偿的手机

中。

在黄先生寻找手机取卡针

的过程中， 对方乘黄先生不

备， 悄然溜走。 一番寻找无果

后， 黄先生恍然大悟， 意识到

自己可能遭遇了诈骗， 赶忙来

所报案。

接报后， 刑侦支队立即会

同川沙公安处、 孙桥派出所通过

视频回放、 寻迹追踪及影像比对

等技术侦查手段， 发现朱某某有

重大作案嫌疑且有类似诈骗前

科。 浦东警方立即实施抓捕行动

并于 22 日 1 时 30 分许在本区周

浦镇周市路一小区抓获朱某某，

当场查获两部涉案手机， 并将其

口头传唤至孙桥派出所接受调

查。

经查， 朱某某对自己利用破

损手机精心策划并实施诈骗的行

为供认不讳。

目前， 犯罪嫌疑人朱某某因

涉嫌诈骗罪已被浦东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

中。

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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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壳品牌灯具“进场”在建酒店
供应商因假冒注册商标罪获刑

男子为省停车费办假证
牵扯出制证贩证黑色利益产业链

骑行中与机动车“擦碰”致手机摔坏？
浦东警方破获一起新型“碰瓷”诈骗案

小作坊组装加工“造”出品牌墨盒
男子因假冒注册商标罪被诉

□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顾家齐

酒店式公寓装修， 新装的大牌灯具有

可能是假货？ 近日， 静安区人民检察院依

法以涉嫌假冒注册商标罪对被告人吴某提

起公诉， 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吴某有期徒

刑 1 年， 缓刑 1年， 并处罚金 8 万元。

□ 见习记者 王雅雯

通讯员 吴丹盛

本报讯 男子为省停车费

办假证被民警查获， 顺藤摸瓜

竟查出一条制证贩证产业链。

近日,奉贤公安分局泰日派出

所查处了一起因“省钱” 办理

使用假证的违法行为。

日前， 奉贤民警发现男子

吴某使用假行驶证在小区办理

停车位，询问后发现，租客吴某

为了节省停车费， 购买了一张

假行驶证， 并将车辆登记在了

房东名下。民警意识到，这背后

很可能牵扯着一个制证贩证用

证的黑色利益产业链。 通过深

入调查， 民警发现吴某通过房

产中介郎某、马某联系到了“黄

牛”袁某，通过其向从事假证制

作的顾某购买了假行驶证。 民

警随即将吴某、郎某、马某、 袁

某、 顾某 5 人抓获。

5 人到案后，据吴某交代，

其通过马某租到了一套商品

房， 但是小区对租客和房东的

停车位实施差异化收费。 房产

中介马某和郎某提出可以帮其

办理假行驶证， 再将车辆登记

到房东名下。于是，他们通过互

联网找到办证的顾某和袁某，

办理了虚假的车辆行驶证。

目前， 违法行为人吴某、

马某和郎某因实施了买卖伪造

的证件的违法行为被警方依法

行政拘留。 犯罪嫌疑人顾某、

袁某因实施了买卖国家机关证

件的犯罪行为已被警方依法刑

事拘留， 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

中。

2023 年 7 月， 陈先生以

某建筑公司的名义与酒店签订

合同， 承包酒店式公寓的装修

工作。 酒店要求， 装修灯具要

采用×品牌或其他同档次灯

具。 陈先生联系吴某作为灯具

供应商。

吴某答应要求后， 为降低

成本、 提高利润， 没有向×品

牌商家采购， 反而通知自己的

灯具生产车间组装了数千只无

标筒灯、 射灯， 同时自行购买

等量带有×品牌标识的灯具

“面环” 送达施工现场， 由施

工人员进行组装和安装。

2023 年底该项目被发现，

已经安装的灯具外观虽然与正

常无异， 但电线接线处等部位

做工非常简陋， 疑似假冒灯

具， 决定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

查， 施工现场从 1 楼至 26 楼

共安装“问题” 灯具 4 千余

个， 经鉴定均为假货， 涉案金

额为 16 万余元。

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吴

某在讯问中承认自己有意采购

有×品牌标识的配件交由现场

工人和无标灯具进行组合，但

狡辩称购买带有标识的配件仅

仅是为了装饰， 灯筒主体是自

己制造， 也已经注册了商标和

品牌，应该没啥问题。

承办检察官认为， 吴某

通过自己的工厂生产出灯体，

后自行购买带有×字样的面

环进行组合。 综合考量， 该

行为属于未经注册商标所有

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

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吴某的行为已构成假冒注册

商标罪， 非法经营数额 16 万

余元。

在办案过程中， 承办检

察官积极对吴某释法说理，

吴某主动认罪认罚， 并向检

察机关递交了承诺书， 且缴

存了十万元用于向被害单位

进行退赔。

上海博物馆古埃及展一票难求？
黄浦区检察院以买卖身份证件罪对两“黄牛”提起公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