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沈媛 通讯员 徐杰瑛

本报讯 高端白酒在市面上供不应

求，吴某（化名）却不仅有“内部酒”“特供

酒”进货渠道，还能低价打折出售。 2022

年 9 月至 2024 年 4 月，吴某在未取得商

标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 从他人处进购

假冒茅台品牌系列白酒， 加价后对外销

售，销售金额达 27 万余元。近日，金山区

人民检察院依法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

商品罪对吴某提起公诉。

“我这里有茅台特供酒， 价格绝对

便宜！ 外观和真的一样， 谁也分不清，

可利润空间就不一样咯！” 2022 年 9

月， 吴某偶然结识了一位自称“刘叔”

（另处） 的神秘人物， 了解到了转卖茅

台酒的“生意经”。

和“刘叔” 进一步详细了解后，

吴某得知对方手上有“茅台特供酒”

的渠道， 可以用不到百元一箱的价格

出售。 彼时， 吴某正为拮据的生活焦

虑不安， 虽然他意识到了价格极为低

廉的“茅台特供酒” 是假冒的品牌白

酒， 但巨大的利润空间却让他难以抗

拒。

“我又不做假酒， 我只接单， 再让

他代发货。 不过是做个中间商， 应该不

会有事……” 在利益的诱惑下， 吴某最

终还是选择铤而走险。

打着“低价” 和“特供” 的噱头，

吴某在朋友圈发布广告吸引来了不少客

户。 要是有客户想购买白酒， 吴某就会

将地址信息和所需的白酒品类数目发给

“刘叔”， 交由“刘叔” 进行后续的发

货， 如此一来， 他就可以轻松赚取差

价。

钱来得又快又简单， 吴某的贪念

不断蔓延， 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数个

“供应商” 后， 吴某开启了自己的售假

之旅。

客户想要哪种茅台白酒， 吴某就会

向“供应商” 报单， 并让“供应商” 直

接将酒发往客户指定地址。 进购一箱假

冒茅台白酒的价格不足百元， 吴某出售

时再相应加价， 凭借着“中间商” 身

份， 他牟取了不少非法利益。

在吴某为自己的计策暗暗得意之

际， 去年 3 月， 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

吴某在社交网络平台上发布酒类销售广

告， 不仅价格显著低于市场价， 而且还

打着“特供酒” “内部酒” 等旗号， 其

行为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经侦查后， 警方于同年 4 月将吴某抓获

归案。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通讯员 王晟迪

本报讯 原价四五百元的涂料， 居

然在网上只要两百余元就能购入， 这究

竟是品牌方促销福利， 还是另有猫腻？

近日， 嘉定警方捣毁一个制售假冒知名

品牌油漆涂料窝点， 犯罪嫌疑人李某、

米某夫妻二人到案。

2024 年 11 月末， 嘉定公安分局戬

浜派出所接到村民反映称， 近期在途

经某农宅时常常能闻到刺鼻的油漆味，

民警随即赶往现场展开调查。

派出所民警到场时发现， 该处农

宅早已空无一人， 室内只留下一些涂

料油漆桶还依旧散发着刺鼻气味。 随

后， 民警从房东处了解到， 租赁这栋

农宅的是一对年轻夫妇， 平日里二人

都是将门窗紧锁， 也不知道屋内究竟

在做什么， 而此时房东试图再度联系

二人， 所留联系方式均已无法拨通。

民警遂根据现场情况推测其中另有隐

情， 当即报告情况并循线展开进一步

调查。

嘉定公安分局经侦支队获悉情况

后， 立即联络了农宅中所发现涂料的品

牌方对商品进行检测， 鉴定结果显示均

为假冒产品。 同时， 据品牌方向民警反

映， 近期也发现在网络销售平台上出现

大量仿冒品， 这些仿冒品价格仅只有正

规商品的一半左右， 且根据检测与此次

发现的涂料一致。 据此， 民警怀疑该处

农宅极有可能是一存放仿冒品牌油漆涂

料的窝点。

经查， 民警发现这对租客真实身

份是李某及其妻子米某， 随后很快锁

定了二人藏匿在徐行地区一工业园区

内的制假窝点。

2024 年 12 月 20 日， 预先守候伏

击的民警迅速行动， 将刚刚返回的李

某及正在窝点内进行勾兑加工的米某

抓获， 现场起获已被封装完毕的大小

涂料油漆桶近 2000 余只， 以及商标打

印机、 假冒标贴、 灌装用空桶等大量作

案工具。

随着犯罪嫌疑人李某、 米某的落

网， 民警对两名犯罪嫌疑人的销售网络

展开调查， 逐一锁定下线卖家， 并展开

统一抓捕行动。 至上月， 嘉定警方先后

奔赴安徽、 四川、 海南、 广东等地， 将

犯罪嫌疑人赵某、 曾某等 10 余名下线

网络卖家逐一抓获。

目前， 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制售

假冒注册商标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

捕， 米某等其余犯罪嫌疑人均被公安机

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

一步审理中。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陈勇

本报讯 手机小程序点餐因便捷已

在各大餐饮行业兴起， 但有人却被贪欲

蒙蔽， 利用程序漏洞， 非法获利百万

元。 近日， 徐汇警方成功侦破一起非法

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案， 抓获 2 名

犯罪嫌疑人。 记者获悉， 目前， 王某和

李某因涉嫌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

据罪已被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近日， 辖区内一家快餐公司负责人

何先生至徐汇公安分局虹梅派出所报

案， 称该公司财物部门在对账时发现门

店账单与服务商销售记录有较大的金额

差异， 经过对整个后台数据排查， 发现

有 7 万多个账号存在异常情况， 给公司

造成了近百万元的损失。

接报后， 虹梅派出所立即会同分局

网安支队开展侦查。 根据公司提供的账

号信息， 民警在掌握了大量确凿的证据

后，成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王某和李某，

并分别前往外省市实施了抓捕行动。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王某、李某分别

对自己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其中王某交

代，在使用该小程序订餐过程中，发现一

个系统漏洞， 可以将优惠券代码转化为

已支付的商品核销码。利用这一漏洞，自

2024年5月起，王某利用系统漏洞将免费

领取的优惠券转换为商品核销码， 并在

网上开设店铺，以“代下单”、“优惠券码”

为名上架虚拟商品， 后提供该商品电子

核销码，以达到非法获利的目的。同时为

了应对大量客户需求， 王某还编写脚本

软件， 自动完成相关订单服务。 截至案

发，王某每单赚取10至30元的价格，累计

非法获利 90 余万元。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李某表示和王某

并不相识， 其也是利用了系统漏洞， 并

采用相同手法， 以每单赚取 30 元的价

格， 累计非法获利 12 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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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荐股”“内部牛股”实为网络公开信息
上海警方侦破一起非法经营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案

世
相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没有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

资质， 却以“资深名师” “专业团

队” 的名义， 鼓吹“掌握内幕牛

股” 和所谓“荐股成功案例”， 博

取股民信任后即以网络公开信息冒

充“内部消息” “研究成果” 骗取

咨询服务费。 日前， 上海警方根据

市民报案线索， 侦破一起非法经营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案， 抓获陈某等

6名犯罪嫌疑人， 涉案金额 5600 余

万元。

一箱“特供”茅台成本不足百元
男子售假获利27万余元被诉

今年 2 月， 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接市

民冯先生报案称， 一家自称提供专业证

券投资咨询服务的公司在收取 4000 元

服务费后， 将其拉黑并失联。 冯先生表

示， 数月前他接到一通电话， 对方自称

专业荐股团队， 推荐股票成功率高达

80%至 90%， 团队即将建仓一只短线牛

股， 邀请冯先生共同投资， 并表示如果

投资遇损， 团队会予以赔偿。 冯先生于

是向对方支付了 4000 元咨询费， 并按

照指示买入个股。 始料不及的是， 该股

不涨反跌， 令其损失 1 万余元。 当冯先

生提出按约索回服务费和赔偿时， 却被

对方拉黑， 遂向警方报案。

接报后， 松江警方初步判断冯先生

可能遭遇了“非法荐股”， 立即在市公

安局经侦总队指导下组成专案组， 经过

缜密侦查， 于 2 月 25 日开展收网行动，

成功捣毁了一个以犯罪嫌疑人陈某为

首， 在无证券投资咨询资质的情况下，

以“名师荐股” 为名非法经营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的犯罪团伙。

经查， 犯罪嫌疑人陈某原系证券从

业人员，离职后为牟取不法利益，在明知

没有相关资质的情况下， 招募多名社会

人员，以随机拨打电话、发布网络广告的

方式招揽客户，并以“大金额散户”“专业

团队”“投资稳赢”等话术博得客户信任，

之后骗取“咨询服务费”。

作案过程中， 陈某等人会根据客户

投资金额的大小， 对客户进行分类收

费。 对于小额投资客户， 要求提前支付

投资金额的 10%作为季度荐股服务费；

对于大额投资客户， 则要求客户盈利后

支付盈利额的 30%至 40%作为服务费。

事实上， 陈某等人推荐的所谓“牛股”，

是犯罪团伙根据网络公开信息随意选取

的。 如股票恰好上涨， 团伙即名正言顺

收取服务费； 如遇股票下跌， 团伙则以

“客户未听取操作指令” “股票后期会

涨” 等借口推诿塞责。 目前， 犯罪嫌疑

人陈某等 6 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松

江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在进一步侦

办中。

利用点餐系统漏洞非法获利百万元
两名不法分子被批捕

知名品牌涂料网售只需半价？
嘉定警方捣毁一制售假冒涂料窝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