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容医托骗完“医美人”还骗“投资人”
涉嫌巨额诈骗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 见习记者 陈姝楠

通讯员 王擅文

美容医托阮某某先后介绍

8 名被害人至沪上某美容机构

进行医美手术， 收取相应手续

费用后， 却推诿延迟手术计划

或仅安排部分手术或体检项

目， 以此骗取钱款。 同时他谎

称自己是该机构合伙人身份，

以合作投资为由骗取 2 名投资

人投资款， 累计诈骗金额达

50 余万元。 近日， 经青浦区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青浦区

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阮某某

有期徒刑 10 年 6 个月， 并处

罚金 20 万元。

说好的抽脂手术，

却只安排体检

2024 年 12 月 7 日， 女子

小曼在上海市青浦区某医疗美

容机构内拨打 110 报警， 称自

己向一名医托阮某某支付

22000 元用于抽脂手术， 阮某

某却只给她安排体检项目， 不

断推诿手术时间。 她按捺不

住， 自行来到医院咨询相关医

生后， 发现阮某某并未代为支

付手术费用， 她压根没有手术

排期信息， 遂报案。

警方经核实， 发现阮某某

有重大作案嫌疑， 后依法将其

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调查。 该案

于今年 2 月 18 日移送至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

阮某某向检察官交代了犯

罪事实， 他表示自己在 2024

年 11 月中旬经人介绍， 认识

了想要做医疗美容的小曼， 小

曼在向他咨询后表示想做抽脂

手术。 阮某某要求小曼先支付

1 万元定金， 随后于 12 月 3

日安排她到一家美容机构做面

诊， 并当场要求小曼支付尾款

12000 元。 然而阮某某却将以

上手术款全部用于个人还账，

并未交给医院， 最终无法安排

手术。

与小曼有一样遭遇的还有

7 人， 他们都在阮某某这里预

先缴纳费用， 分别预约做面部

填充、 割双眼皮、 植发、 假体

等各类美容项目。 其中被骗金

额最多的一人损失 51000 元。

以合伙投资为由

诈骗投资人

然而据阮某某供述， 其犯

罪情节还不止如此。 早在

2023 年， 他经亲友介绍认识被

害人童女士。 阮某某向童女士提

议合伙做医疗美容生意， 谎称自

己“在美容医院内即将开设一个

皮肤科室， 正募集投资”。 童女

士 轻 信 了 ， 向 阮 某 某 转 账

116000 余元。

此外， 还有一名被骗的投资

人， 阮某某特地编造 《投资合作

协议》， 约定只要对方投资不少

于 5 万元， 即可获得后续盈利的

10%作为分红。 当投资人质疑转

账账户的真实性时， 阮某某又称

“这就是我们公司的财务对公账

户”， 骗过投资人。

最终， 通过种种手段， 2023

年 7 月至 2024 年 12 月期间， 阮

某某共计诈骗 50 余万元。 当检

察官问询其违法所得的用途时，

他声称： “我之前做投资亏了很

多钱， 为了填补亏空， 才走上了

违法道路。”

阮某某对其诈骗事实均予以

认可， 对全部诈骗金额也予以承

认。 检察机关认为， 其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 隐瞒

真相的手段， 骗取他人财物， 数

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触犯 《刑

法》， 遂以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近日， 法院审理后判处其有期徒

刑。

剧组招“小演员”？ 家长被骗3万“通告费”
被告人以拍摄影视剧需带资进组为由行骗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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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开挂”，“制霸全场”？
侵犯著作权，两名被告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吴珊珊

为孩子寻找影视通告资源， 一家长被骗 3 万余元“通告费”。 近日，

经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黄浦区人民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该起

案件的被告人谭某有期徒刑 10个月， 缓刑 1年， 并处罚金 300元。

责任编辑 / 陆如燕 E-mail:fzbfzsy@126.com

2024 年 4 月， 徐女士在

为女儿寻找影视通告资源时添

加了一个微信群。 一天， 她在

微信群里看见有人发布招募影

视剧通告小演员的信息， 便加

了谭某的微信进行询问。 根据

谭某的要求， 徐女士将自己女

儿的相关资料交给对方进行审

核。

2024 年 4 月下旬， 谭某

通知徐女士提交的材料已经通

过审核， 同时还发了一份角色

小传， 内容包括人物名称、 身

份、 以及跟男女主角的对手戏

情节等。 谭某表示如果要参

演， 需要交 2.7 万元的带资进

组费用。 徐女士看过小传后转

账付给谭某上述费用。

2024 年 5 月中旬， 谭某

又给徐女士介绍了另一剧组的

特约拍摄， 谭某称该剧将由某

顶流明星作为主演， 且与主演

有对手戏。 徐女士认为是个

很好的演出机会， 便根据谭

某要求转账 9000 元作为带资

进组费。 谭某承诺徐女士，

两个通告都将在五六月份进行

拍摄。

然而当徐女士多次询问

谭某具体的拍摄时间和安排，

谭某却一直搪塞无法给出确

切的答复。 直至 2024 年 7 月，

徐女士通过其他途径联系到

前一个影视剧剧组的工作人

员， 对方告知她该剧的拍摄

即将杀青， 而谭某给的人物

小传系虚构， 剧本中根本不

存在这个角色。 徐女士又通

过网络查询发现， 另一剧组的

主演尚未确定， 且拍摄时间预

计在 2025 年 4 月。 徐女士察

觉自己被骗， 要求谭某退款，

但谭某表示钱款已到剧组无法

退款。 2024 年 9 月， 徐女士

报警。

今年 3 月 14 日， 该案移送

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拍摄通

告需要审核资料都是我凭空捏造

的， 是为了让徐总（被害人） 更

加信任我。” 谭某到案后如实供

述， “我发给她的人物小传内容

都是从其他小说抄来的。 我不知

道有没有这个角色。” 谭某将骗

得的钱款全部用于购物、 出行等

个人开销， 并未像其承诺被害人

的说法那样将钱款转给剧组， 用

于锁定通告角色。

检察机关审查后认为， 谭某

分别借两个剧组要招募小演员为

名， 虚构被害人徐女士女儿的信

息已经被对应剧组审核的事实，

以拍摄需要带资进组为由， 骗取

被害人 3 万余元， 其行为已构成

诈骗罪。 在检察机关的释法说理

下， 谭某认罪认罚， 并退缴了违

法所得。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弘

在网络游戏中，“开挂”

似乎能让玩家轻松“制霸全

场”，但这一行为背后却潜藏

法律风险。近日，松江区人民

法院审结一起因制作、 销售

游戏外挂引发的侵犯著作权

罪案， 两名被告人被判处有

期徒刑缓刑并处罚金。

从技术分享到非

法牟利，玩家“翻车”

张某是名资深游戏玩

家，擅长制作游戏外挂程序。

2021 年初，他制作了一个游

戏外挂程序， 使用感非常不

错， 便把自己制作的游戏外

挂分享在软件交流群内，供

群组成员免费下载使用。

2022 年初， 曾某在群

里看到了张某分享的游戏外

挂， 觉得这个游戏非常热

门， 如果把张某的外挂拿来

卖， 应该会有不少人买。 于

是， 曾某主动联系张某， 谋

划赚钱事宜。

张某心存疑虑， 他知道

这个游戏软件的著作权人是

某某移动科技有限公司， 如

果私自制作游戏外挂并对外

销售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但在利益的诱惑下， 张某仍

与曾某达成合作。 两人约

定， 由张某负责外挂程序的

制作、 后期维护以及修复漏

洞， 曾某主要负责对外销售

及发展下级代理。 至案发，

二人共计获利 10 万余元。

2023 年初，被害单位接

到玩家举报存在外挂， 遂向

公安机关报案。此后，松江区

人民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罪

对张某、曾某提起公诉。

法院判决：缓刑

+罚金

松江法院审理认为， 被

告人曾某、 张某未经著作权

人许可， 复制发行权利人计

算机软件， 并修改游戏数据

故意避开权利人采取与著作

权有关的权利的技术保护措

施， 系有其他严重情节， 其

行为均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被告人曾某、 张某到案后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均可依

法从轻处罚。 被告人曾某、 张

某自愿认罪认罚， 对权利单位

进行了赔偿， 并退出了相应违

法所得， 均可予以从宽处罚。

综上， 法院对被告人曾某、 张

某均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3 个

月， 缓刑 2 年， 并处罚金 3 万

元。

宣判后， 被告人张某和曾

某均未提出上诉， 判决现已生

效。

【法官说法】

本案中， 张某与曾某未经

著作权人许可， 修改游戏数据

故意避开权利人采取与著作权

有关的权利的技术保护措施，

符合前述规定 。 因此二人制

作、 销售游戏外挂的行为符合

侵犯著作权罪的构成要件， 张

某与曾某对制作、 销售游戏外

挂程序达成合意 ， 系共同犯

罪， 均应以侵犯著作权罪追究

二人的法律责任。

法官表示， 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 侵犯著作权的对象从

传统的文字、 音乐、 影视作品

转向计算机软件、 网络游戏，

侵犯著作权的手段越来越多样

化和专业化。 行为人可能利用

互联网、 移动应用等新兴技术

手段实施侵权行为， 如通过私

服、 外挂等方式侵犯著作权。

互联网已经成为侵犯著作权的

主要犯罪场所。 侵犯著作权的

犯罪对象主要集中在玩具、 计

算机软件、 影视剧集和动漫作

品等 ， 这些作品因其高知名

度、 市场需求高等因素， 成为

侵权行为的主要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 不仅仅是

制作、 销售游戏外挂可能会涉

嫌犯罪， 购买游戏外挂软件也

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若

游戏玩家购买游戏外挂程序，

仅供自己玩游戏使用， 虽不涉

嫌刑事犯罪， 但是依然构成侵

犯著作权的侵权行为， 需要承

担停止侵害、 消除影响、 赔偿

损失等民事责任； 若购买游戏

外挂程序后又以营利为目的对

外销售， 情节严重的， 则可能

构成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释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