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几名购房者本以为自己运气好， 买

到了价格优惠的动迁安置房， 没想到却

陷入了不法分子连骗带演的“一房多

卖” 陷阱。 2024 年 8 月， 宝山区人民

检察院对一起合同诈骗案提起公诉， 近

日， 法院对该案作出宣判。

交钱后迟迟不能收房

2024 年， 黄先生来到派出所报案

称， 自己在 2023 年 6 月经人介绍， 了

解到殷某手里有动迁安置房要卖。 殷某

表示， 因为是动迁安置房， 房产证暂时

办不下来， 所以便宜卖。 黄先生觉得价

格划算， 又看到殷某出示了动迁安置协

议， 协议上的房主也是殷某， 便和殷某

签了合同。

殷某说，由于房内有租客，所以要等

到 2024 年 2 月 21 日才能交房。于是，黄

先生在没有收房的情况下， 按照协议分

两次给殷某汇款共计 200 万元。

2023 年 10 月， 殷某联系黄先生，

说她的侄子也有一套动迁安置房急着

卖， 因为可以便宜出售。 黄先生看房

后， 很快就网签了合同， 并汇款 50 万

元， 双方约定 2023 年 12 月 31 日交房

并支付剩余尾款。 直到 2024 年初， 黄

先生催问殷某是否能按时交房， 殷某却

对黄先生说，她在外面欠了很多钱，这两

套房都已经抵押给别人了， 之前和黄先

生签合同的侄子也是她找谭某假扮的。

随后， 黄先生强烈要求殷某按照合

同赔偿损失。 殷某暂时和黄先生谈妥了

赔偿金额， 但没过多久却失联了， 于是

黄先生选择报警。

“一房多卖”骗取钱财

实际上， 遭遇同样骗局的不止黄先

生一人。

2024 年 5 月， 高女士和张女士一

起来到派出所报案， 声称买房被骗。 张

女士称， 2019 年， 殷某找人扮演自己

的“父亲”， 和张女士签订了动拆迁安

置房买卖协议， 合同签好后张女士陆续

转账 240 万元， 约定剩余 23 万元尾款

等到过户时候再付。 没想到， 殷某以同

样的伎俩将此房也卖给了高女士。 两人

于是决定一同前来报案。

原来， 为了偷偷卖掉父亲名下的房

子获利， 殷某找到了刘某（另案处理），

让其在购房者面前扮演自己的父亲。 在

殷某的安排下， 刘某假扮“殷某父亲”

和张女士接触。 因为张女士想买的这套

房是动迁安置房， 一般在 5 年内不能办

理房产证， 殷某和刘某向张女士出示了

这套房子的动迁安置协议后， 张女士便

与刘某假扮的“殷某父亲” 签订了买卖

协议。 签好合同后， 张女士陆续转账

240 万元。 双方约定， 等到过户时再付

剩余 23 万元尾款。 但从 2020 年开始，

殷某的母亲须某就一直催促张女士把尾

款转给她， 不仅编造理由还口头威胁，

张女士害怕须某以后不肯过户， 就转给

其 12 万元。

去年 5 月， 高女士找到张女士， 称

她们都被骗了， 殷某把这套房分别卖给

她们两次。 据高女士说， 去年 3 月初她

和丈夫通过中介买房， 看完房后觉得非

常满意， 当晚就约了殷某请来假扮房主

的“殷某父亲” 见面谈， 当时双方讲好

在签合同前后分三次付款共计 160 万

元， 还有 78 万元尾款等到 2026 年 1 月

过户完成再付。 正当高女士夫妇等待搬

入新家时， 中介却说这套房牵扯一房两

卖， 殷某已经被抓。 于是， 高女士决定

找到张女士一起报案。

先后有7名被害人上当

接到多起报案后， 警方迅速对殷

某、 谭某实施抓捕。 两人到案后， 陆续

又有几名被害人前来报案。 其中一名被

害人林先生说自己是朋友介绍来的， 当

时听说殷某手里有好几套动迁安置房等

着卖， 看到朋友也从殷某这里买了房

子， 再加上殷某父母都是上海本地人，

他觉得应该是正规的， 就签了购房合同

并支付了房款。 其他几名被害人也是类

似的情况。

经查，2023 年 6 月起， 殷某伙同谭

某等人，对其和其父亲名下的房屋“一房

多卖”，先后与 7 名被害人签订了房屋买

卖合同，共计骗取购房款 1195 万元。

宝山检察院经审查认为， 殷某伙同

谭某、 须某，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

订、 履行合同过程中，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

实、 充分， 遂以涉嫌合同诈骗罪对 3 人

提起公诉。

近日， 法院经审理， 以合同诈骗罪

判处殷某有期徒刑 12 年 6 个月， 并处

罚金 20 万元； 判处谭某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8 万元； 判处须某有

期徒刑 3 年， 缓刑 4 年， 并处罚金 10

万元。

  2013 年 3 月， 汤某大学毕业后，

顺利进入某知名公司担任会计一职。

长久的辛勤工作并没有带来升职加

薪， 她逐渐对工作产生懈怠和不甘

心。

心态的彻底改变发生在 2017 年，

她所在公司引入第三方劳务公司作

为支付家装工人工资的公司。 每个

月进行支付时， 公司会先将工人名

单发给汤某， 待其核对完毕后， 便

将该名单发给第三方公司进行汇款

支付。 久而久之， 汤某逐渐发现了其

中存在管理上的漏洞： “两边公司互

不知情， 只有我在其中核对， 只要能

把账做平， 我岂不是都可以冒领到很

多工资。”

汤某先是试着将自己 8 岁儿子小

甲的名字添加进待支付的工人名单，

并以“施工队长” 的名义冒领了一笔

工资。 眼见这些小动作并无人察觉，

她的胆子逐渐大起来。

一边贪心不足地冒领工资， 一边

小心翼翼地把账做平， 这样的日子一

直持续到 2019 年 6 月， 汤某借着儿

子的名义， 每次领取 40 万元， 先后

领取到 2200 万元。

“每次由我儿子名下的银行卡收

款， 因为他当时才 8 岁， 银行卡不能

在手机上操作， 所以我都是到 ATM

机上把钱转到我的银行卡。” 汤某拿

到钱后， 将其中的大部分购买了银行

的基金产品和保险， 其余则用于出国

旅游及日常开销。

2024 年 8 月， 涉案公司在内部

对账时， 发现有一笔约 50 万元的出

账不清。 在仔细查找原因的过程中，

公司却发现汤某直接通过本人银行卡

将疑问资金退回公司。 公司觉察到

背后问题的严重性， 便立刻对其接

受的会计业务进行全面彻查。 汤某

眼见职务侵占的行为东窗事发， 在

公司监察部长的陪同下前往公安机关

自首。

在办案过程中， 为准确认定犯罪

事实、 适用法律， 承办检察官拿到案

件材料后， 第一时间进行调查核实，

详细了解案件侦办情况。 经过检察官

的释法说理， 汤某在证据面前， 对其

职务侵占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汤某坦言： “当时脑子不清楚就

这样干了， 我知道这样做不对。 我愿

意退钱， 现在我把理财都赎回了， 还

没到账。 我已经先还给公司 47 万元，

其他的保险能赎回就赎回， 不行再去

借点。”

检察官认为， 汤某将其儿子小甲

虚设为施工队长， 加入公司付款名

单， 公司根据该名单向第三方公司支

付费用， 然后由第三方公司转付给小

甲。 尽管费用直接支付人是第三方公

司， 但实际上， 该笔款项由汤某所在

公司决定支出并实际承担， 第三方公

司仅是负责“转手” 的中间人， 因此

可以认定汤某侵占的是公司财物。

此外， 汤某明显是利用了自身作

为公司会计、 编制应付款账目的职务

便利， 通过虚设名单做假账等方式侵

占公司财物， 具有高度隐蔽性， 符合

职务侵占犯罪的特征。 2025 年 1 月

17 日， 闵行检察院对汤某以涉嫌职

务侵占罪提起公诉， 案件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检察官说法】

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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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8岁儿子任“施工队长” 冒领2200万
女会计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提起公诉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杨莹莹

“我当时脑子不清楚， 收入低， 再加上有空子钻就做了。 我知道现在忏悔也没用了……” 会计利用公司管理

漏洞， 两头欺瞒， 将自己 8 岁的儿子虚设成“施工队长”， 冒领工资竟达 2200 万元。 近日，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对

汤某职务侵占一案提起公诉， 面对检察官的讯问， 汤某悔不当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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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多卖”骗取1195万元
三人犯合同诈骗罪获刑

会计人员手握账务处理、 资金

管理等关键权限， 切不可心生贪念。

一旦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司财物，

看似获得一时利益， 实则将面临法

律的严惩， 不仅职业生涯毁于一旦，

还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巨大伤痛。

同时， 企业也应完善财务制度， 加

强监督审计， 不给心怀不轨者可乘之

机。

法律的红线不可触碰， 任何妄图

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的行为， 都

必将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