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靠旁门左道日销破万 网店老板还传授“生意经”

骗局一“捷径入

职”“内部有关系”

案例 >>>

小邱刚从某师范大学毕业，求

职数月不得，一次偶然的机会，小邱

结识了谭某， 谭某对小邱称其在本

市某学校有关系， 可帮助小邱成功

取得该校教师编制。小邱信以为真，

先后支付谭某“办事费”17 万余元，

但谭某承诺的教师编制却迟迟未兑

现，小邱多次追讨钱款未果，于是报

警。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有

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说法 >>>

一些犯罪分子利用求职者急于

求成、 想走捷径的心理， 虚构身份

和人脉关系， 谎称可以“走后门”、

握有“内部关系” 等， 以“办事

费” “好处费” 等名义诈骗钱财。

求职者应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

价值观， 对相关行业的准入标准和

入职途径要有清楚的了解。 国家机

关、 事业单位都有严格的录取要求

和流程， 一般不会委托其他机构或

个人代为招录，所谓的“内部指标”

大多都是骗局。 增强自身本领才是

通向理想工作之门的可靠途径。

骗局二“入职先交

费” 式负债入职

案例 >>>

小美于表演系毕业后一直没有

找到理想的工作， 于是她在不少求

职网站发布了自己的简历。 不久，

一家招聘群演的影视公司联系小美

线下面试。 公司人事陈某在向小美

介绍工作内容及薪资待遇后， 以工

作内容涉及尚未播出的影视剧， 为

防员工中途离职泄露商业秘密为

由， 要求小美交纳“保密费” “保

证金” 以及“食宿费” 数万元。 然

而， 一个月过去了， 小美并未接触

到所谓的影视剧拍摄工作， 于是联

系陈某退款， 陈某再三推诿， 小美

无奈报警。 后查实， 陈某等四人以

相同手法骗取小美在内的十数名应

聘者钱款近 30 万元。 法院以诈骗

罪判处陈某等人有期徒刑三年八个

月至三年六个月不等。

说法 >>>

一般来讲， 求职、 应聘工作本

身不需要任何费用。 因此， 凡是打

着报名费、 服装费、 培训费、 体检

费、 保证金、 保密费等名义在招聘

环节收取费用的， 极有可能是骗

局。 有的公司或者个人甚至承诺求

职者培训后包就业， 但需先向指定

借贷平台贷款支付培训费用， 导致

求职者陷入“培训贷” “校园贷”

骗局， 工作没找着反而背了一身

债。 各位求职者要通过官方网站和

正规渠道查询、 核实企业资料和招

聘信息， 警惕求职“收费陷阱”，

保存好证据， 发现异常及时报警。

骗局三“打洋工” 落

入境外电诈团伙

案例 >>>

小王在招聘网站发布求职信息

后接到他人电话联系， 表示有一个

到东南亚经营酒吧的工作， 待遇优

厚。 心动的小王依约飞至云南西双版

纳， 后在他人带领下翻山越岭、 穿越

边境， 最终到达金三角地区的一个园

区内上班。 很快小王便发现所谓的工

作其实专营电信诈骗， 若拒绝加入便

要拿出 5 万元“赎身”。 无力支付“赎

金”的小王只能留下，并在老板安排下

添加国内网友，虚构“高富帅”身份分

享“致富秘籍”骗取被害人信任后，以

平台漏洞、 充值提现的方式骗取数名

被害人钱款。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小王

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说法 >>>

不法分子或机构利用求职者对国

外劳务市场不了解， 以高薪诱惑， 编

造出国劳务骗局， 引诱偷渡出境。 然

而， 所谓的“打洋工” “赚快钱” 不

过是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

幌子。 做着“赚洋钱” 美梦的打工者

在发现梦碎时却为时已晚， 或因肉体

折磨而“不敢不做”， 或因巨额赔偿

而“不得不做”。

求职者出国务工需谨慎， 切勿轻

信“躺着赚大钱” 等不切实际的招聘

噱头。

骗局四“被聘犯罪”为

犯罪活动打工

案例 >>>

李某、 唐某通过网络招聘进入某

信息咨询公司， 从事贷款中介工作。

入职数天后， 李某、 唐某即发觉公司

的业务有“猫腻”， 老板要求业务员

向客户宣称为其办理低息优惠贷款，

实际却为高息贷款， 并分期收取客户

高额“风险管理费”。

李某、 唐某虽察觉自己的工作实

际上是帮助公司骗取客户钱财， 但为

了工资仍选择继续留在各自岗位。 后

经查实， 李某、 唐某所在的公司共骗

取被害人钱款 180 余万元。 法院最终

以诈骗罪判处包括李某、 唐某在内的

11 名被告人十一年六个月至一年不

等刑罚。

说法 >>>

部分犯罪团伙将自己包装成正规

合法经营企业， 却暗中从事诈骗、 赌

博、 传销、 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活

动， 部分求职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沦

为犯罪活动的“工具人”。

因此， 求职者应增强求职骗局甄

别能力， 应聘前先行通过官方平台查

询、 核实目标企业的基本信息， 对于

空壳公司或者货不对板的问题公司提

高警惕。 一旦发现异常要及时脱身，

坚决与违法犯罪划清界限， 切莫抱有

侥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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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王群 记者 徐荔

又是一年春好处， 又是一年春招时。 各位准备求

职的小伙伴， 是否已经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 抑或是

整装待发， 志在必得？ 别急， 在开始求职之前， 来看

看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的这份“求职防骗指南”， 助

你求职路上擦亮眼， 少走弯路不踩坑。

﹃
春
招
﹄
变
为
﹃
中
招
﹄？

这
些
陷
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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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讯员 汪百顺 记者 徐荔

“沐浴露买回来还没用几次，

就明显感觉不对劲……” “这款洗

发水用起来不像正品。” 有多名顾

客反映， 在孙某经营的专卖店里买

到的洗护产品存在“瑕疵”。 事实

上， 他们都是孙某售卖假冒知名品

牌洗护用品的受害者。

2024 年 12 月， 上海市金山区

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罪、 传授犯罪方法罪

对孙某提起公诉。

经营不善，他选择“真

假掺卖”

早在 2023 年 1 月， 孙某就在

电商平台开了一家网店， 销售日用

品。 然而， 大半年过去了， 销量一

直不温不火， 时常处于亏损状态。

一次偶然的机会， 孙某结识了

上家 （已另案处理）， 对方称可以

提供假冒某品牌的沐浴露， 进价

低、 利润高。

“想在平台上卖某品牌的沐浴

露， 得先拿到品牌方的授权……”

于是， 孙某先是联系上了该品牌官

方工作人员， 购买了一定数量的正

品， 然后再从上家处购买“假货”，

就这样， 孙某开始在平台上“真假

掺卖”。 打着知名品牌的旗号， 孙

某的店铺很快日销破万。

尝到“甜头” 的孙某于是开始

如法炮制， 在店铺里售卖假冒其他

知名品牌的洗发水等产品， 短短半

年多的时间， 销售额就达到 100 万

元。

贪心不足， 他竟然还

传授“生意经”

看到孙某这边生意做得“如火

如荼”， 他的多年好友白某 （已另

案处理） 便向他请教“生意经”。 已

经赚得盆满钵满的孙某也毫不吝啬，

将自己手中的“真假货源” 都告诉了

白某。 相应的， 孙某也拿到了一定报

酬。

一传十， 十传百， 孙某经营网店

的能力逐渐传到了不少亲朋好友的耳

朵里， 他们纷纷请教。 而孙某本人也

“倾囊相授”， 包括如何办理营业执

照、 真假掺卖、 提高店铺热度等等。

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就有十多家“类

似” 孙某“商业模式” 的网店上线电

商平台。

2024 年 6 月， 公安机关在办案

中发现， 有多款假冒知名品牌的洗护

产品在部分省市大肆销售。 经侦查，

警方将孙某抓获， 并顺藤摸瓜将孙某

传授犯罪方法的多名嫌疑人悉数抓捕

到案。

“卖的大部分都是假货， 如果有

客户投诉我们， 就再把真的寄给他

们， 本想瞒天过海糊弄过去， 没想到

还是……” 坐在审讯室里， 孙某后悔

莫及。

日前， 金山区检察院已依法对孙

某提起公诉。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行为

不仅侵犯了权利人的知识产权， 对权

利人的企业形象、 信誉造成不良影

响， 破坏市场经营秩序， 也损害了普

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尤其是来历不

明的日化产品， 其中存在较大的质量

和安全隐患。

检察官提醒广大经营者， 千万不

要为了牟利去触碰法律的红线， 切勿

“知假售假”， 以免最终落得人财两

空。 同时， 广大消费者选购商品时应

认准官方渠道， 仔细甄别， 警惕价格

过低的商品， 抵制“知假买假”。 如

果发现制造、 销售假冒商标商品的行

为， 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或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举报。

说法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