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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你考的那些证书，我们公司不需要！

□ 本报记者 杨傲多

  “微信好友给我分享了一个投

入少、收入稳定、不愁养老的发财好

门路。”四川彭州市民张女士正愁退

休后没有经济来源，没想到“好事”送

上门。随后，张女士被拉入了一个养

老投资微信群，陆续投入1万元后，不

仅承诺的返现金额没有到账，社交

群突然解散，就连网站也打不开了。

张女士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上当

了，连忙到当地公安派出所报案。

  彭州市人民法院近日审理了这

起以投资养老项目为名的电信诈骗

案。该案中，被告人李某等人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虚构“荃德智慧护老”

项目，通过建立虚拟的返利网站，发

布虚假信息，在网络上对不特定多

数人实施诈骗，仅一个月就诈骗349

万余元。

  “近年来，养老诈骗犯罪嫌疑人

手段层出不穷、花样不断翻新，众多

老年人上当受骗。”四川省高级人民

法院刑一庭庭长肖武昌近日接受

《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养老诈

骗犯罪案件虽然在全部刑事案件中

占比不高，但性质恶劣、社会危害性

很大，直接损害老年人群体切身利

益，引发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

养老诈骗三大特征

先尝甜头后入陷阱

  肖武昌介绍，四川全省养老诈

骗案件类型主要集中在诈骗罪、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三

类犯罪。主要有3个特征：以投资“养

老项目”、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

老帮扶”等为名，骗取老年人财物；

以提供养老服务名义掩盖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的目的；以支付高利息、办

卡享受补贴额度、入住养老公寓享

受优惠等方式，吸引老年人投资，达

到非法集资等犯罪目的。

  肖武昌详细介绍了养老诈骗犯

罪的常见套路：

  第一步，成立一个空壳公司，一

般以“福”“爱”“乐”“健康”“康养”等

为名，打造幸福祥和的第一印象。

  第二步，招募员工在街上散发

宣传资料，尤其是在公园、超市、集

贸市场等老年人聚集地，向老年人

预售“养老服务”。

  第三步，用“小恩小惠”拉近距离，如“注册会

员就送鸡蛋、毛巾、杯子、保健品”“免费做理疗，

免费旅行”等，让老年人初步放下戒心。

  第四步，根据搜集到的个人信息，通过不定

期打电话、上门拜访等方式邀请老年人“听课”，

向老年人介绍当前养老现状、国家的扶持政策，

展示老年公寓等项目、出示政府证明文件、张贴

领导视察照片（这些照片和文件极大可能是张冠

李戴），不断对老年人进行洗脑。

  第五步，宣称可用低价买断未来几十年的养

老床位，若暂不入住，还可每年还本付息，用6%

至20%不等的远高于同期银行利率利诱老年人；

以办理“贵宾卡”“会员卡”“预付卡”预交养老服

务费用等名义，通过收取高额会员费、保证金或

会员卡充值等形式非法集资。

  第六步，用高息引诱追加投资，许诺投资越

多，回报越高，吸引老年人将养老钱都投进去；假

装听取建议、改善服务、增加项目，引诱老年人口

耳相传，拉更多的人“入坑”。

  记者采访了解到，正是一些送鸡蛋、杯子的

小恩小惠让很多老年人放下戒心，落入了骗子们

“放长线钓大鱼”的圈套。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养

老诈骗属于庞氏骗局，犯罪嫌疑人从新客户投资

中拿出一部分，当做利息返给老客户以维系骗

局，而老客户尝到甜头后常常拉亲朋好友入伙，

导致辐射范围越来越大，受害者越来越多。

骗到钱财迅速转移

退赔执行难度上升

  去年4月，杨某某、邱某等人共谋购得德阳海

德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空壳公司），在不具备

开展金融业务资质的情况下，该公司安排工作人

员向老年人发放宣传单、召集开会介绍产品、邀

请到虚构项目地参观、参加返现送礼活动等，宣

传公司实力，以投资付息的方式，虚构投资农业

生态园项目，诱导客户与公司签订融资协议进行

投资，收到集资款后迅速转移隐匿资金。

  在两个多月时间里，该团伙向40名集资参与

人集资60.02万元，支付利息5900元，实际非法占

有集资参与人资金59.43万元。目前，该案已进入

司法程序。

  肖武昌分析说，当前，养老服务领域诈骗活

动呈现组织化、职业化趋势。养老诈骗案件成因

复杂，部分犯罪嫌疑人利用老年人对养老的现实

需求，利用养老项目、康养公寓等名目对老年人

进行诈骗或非法吸收老年人资金，加上老年人的

金融知识比较缺乏，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较弱，

易致权益受损。

  此外，迷惑性强的宣传攻势，让老年人防不胜

防。犯罪嫌疑人抓住老年人网络知识不足、辨识能

力不强等特点，利用保健培训、产品推介、投资理

财高额回报、直播陪护等手段设置陷阱以诱导消

费；更有甚者利用国家的民生政策对涉案项目进

行包装，以养老模式创新、“合法”运营养老机构、

提供康养服务的名义掩盖非法集资的事实。

  法院经过梳理发现，大部分受害老年人将多

年积攒的“养老钱”全部投入，案发

后大量资金已被犯罪嫌疑人消耗、

挥霍而难以追回，且部分案件涉案

资金流向、财产属性难以查清，导致

后期退赔执行工作难度上升，财产

处置难度加大，给老年受害人造成

严重经济损失，严重影响老年人身

心健康、家庭和睦。

  “要让涉老反诈宣传更接地气，

家喻户晓。”四川省高院常务副院长

秦海说，下一步四川高院除了优化

法治宣传教育方式外，将适时通报

全省法院打击整治情况及典型

案例。

五个集中打击整治

重点开展追赃挽损

  在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

行动中，四川省高院第一时间成立

专项行动办公室，并细化工作规则

和措施，落实工作职责，全省各级法

院分别制定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四川全省法院还主动梳理排查

了近3年养老诈骗案件，主动检视案

件有无涉黑恶乱象，为下一步行业

乱象治理奠定基础。

  “全省法院根据受理案件的发

案时间、案件金额、涉案规模、影响

程度、处置难度等指标进行量化梳

理，以高、中、低三个层级对案件风险

进行判定，区分不同情况分类施策。”

秦海说，四川法院立足审判职能，采

取“五个集中”（即集中审理一批、集

中宣判一批、集中执行一批、集中宣

传一批、集中建议一批）打击整治养

老诈骗案件，突出打击整治成效。

  秦海举例道，全省各地法院将

在8月前，对前期审理案件集中宣判

一批，营造养老诈骗违法犯罪高压

严打态势，形成强有力震慑。同时把

追赃挽损作为专项行动的重中之

重，加强与公安、检察、金融监管等

部门的协同配合，加大财产刑、追

缴、责令退赔等判项的执行力度，综

合运用多种手段，最大限度减少受

害群众经济损失，最大限度维护老

年人合法权益。

  各地法院结合案件办理的具体

情况，针对监管制度、行业管理和工

作漏洞，深入分析养老诈骗成因，集

中提出一批司法建议。既要对症下

药、靶向整治，又要举一反三、深挖

根源，从制度层面研究治本之策，健全完善行刑

衔接机制和相关工作制度机制，完善监管制度，

堵塞工作漏洞，建立健全防范养老诈骗犯罪长效

机制，彻底铲除养老诈骗的滋生土壤。

预留资金简化流程

创新机制破解难题

  成都绿益桂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投资“桂

森苑”养老公寓为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后公司

出现资金“暴雷”，引发多起老年人维权事件。

  以往司法实践中，存在涉众案件在裁判生效

后出现部分后续投资群众陆续报案的问题。为妥

善解决这一问题，四川探索在执行分配中提前预

留资金制度。本案中，经公安、检察院、法院充分

协商，简化处置流程，确认将106名投资群众纳入

退赔程序。

  截至目前，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已对

1173名投资参与人分批次兑付10445万元，兑付率

为100%；对未能联系上的30名投资群众，已将兑

付款173万元进行提存，保证投资参与人可以随

时提取。至此，推进“桂森苑”养老公寓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案依法圆满化解。

  记者了解到，该案在审理阶段相关部门先期

完成涉案项目土地的报征工作，并由评估公司先

行开展预评估工作，确保涉案养老公寓顺利处

置，从而为保障兑付老年人损失打下了坚实基

础，保证了案件审理、执行各个环节对接有序、平

稳顺利。

  青白江区法院通过庭前会议、庭审形成详尽

审查报告，准确查明案件事实，针对养老项目非

法集资的不同模式，分类处理，提前研判资产处

置方法，及时向党委政府反馈问题，提请协调

解决。

  在审判和执行各环节，审判法官与执行法官

同谋划、同研判、同推进，按照“审判要顾执行、执

行务要畅达”的要求，在判决涉执主文确定、财产

识别分类、财产权利负担处置、财产评估作价上

凝聚智慧、善加斟酌，缩短诉讼流程周期，实现快

审快执效果。

  针对案件中出现的售后返租、租赁返租、权

益卡返利、购买商铺等多种情形，青白江区法院

将售后返租、租赁返租、权益卡返利等行为认定

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另对10多名购买商铺

的报案群众充分释法析理，告知民事诉讼救济途

径，理性维护合法权益。

  秦海指出，四川法院全面查明涉案财物来

源、去向、用途、流转情况，及时查封、扣押、冻结

涉案财产，坚决防止犯罪嫌疑人隐匿、抽逃、转移

财产，维护受害老年人合法权益。

  针对案件审理中所暴露出的基层组织在社

会治理中的短板问题，四川法院将深入分析养老

诈骗成因，针对问题提出司法建议，完善监管制

度、堵塞工作漏洞，将严格依法办案与系统治理、

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健全防

范养老诈骗犯罪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防范涉养老

诈骗犯罪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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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丽

  花了400多元，经过11天的网络培训

和考试后，广西某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学

生张晓玲取得了一份“商业视觉传达中

级证书”。

  让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证书并不

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里。

  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

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明确对职业资

格实行目录清单式管理；此后更新的

2021年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包含72项

职业资格，其中专业技术人员59项，技能

人员13项。目录内72项职业资格均明确

了实施部门或单位，除此之外，任何机构

或者单位不得再自行设置实施职业

资格。

  “花了大量时间精力，最后到手一张

‘山寨’证书。”张晓玲很是懊恼。

  随着就业形势日渐严峻，证书颇受

求职者青睐。似乎只要拥有多个证书，就

能为求职者添上一只无形的“金手指”，

让其求职道路更加平坦。一些运营商和

培训机构抓住商机，以“病毒营销”的方

式吸引众多求职者加入“考证大军”。

  “人才缺口40万、学历不高也能考”

“官方认证，月入过万”“1元报名训练营、

不限学历、考过即发证书”……各种名目

繁多的技能证书报考广告令人眼花缭

乱。然而，这些证书真的是“国家认证”

吗？求职者花了大量金钱和精力获得的

证书真的物有所值吗？

为给求职增添砝码

耗费精力盲目考证

  张晓玲还有两年大学毕业，为了给

自己未来求职时增加一些砝码，她决定

多考几个证。

  一个宣称“培养高级商业视觉传达

人才”的训练营广告吸引了张晓玲的注

意，尤其是那句“11天免学费培训、考过

即可申请技能认证证书”的广告词。考虑

到既能免费拿证又能学习技能，她毫不

犹豫地报了名。

  训练营以线上网课的方式进行，参

加完11天课程后，张晓玲被告知可以花

50元办理结业证书。而如果想要获取技

能证书，则需重新交纳400多元费用申请

考试才能办理。

  “不能让11天的时间精力白白浪费

了。”她心想，于是交了400多元，拿到了

这张“商业视觉传达中级证书”。

  然而拿到证书后，她查询发现，该证

书不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里，只能在训

练营指定的培训分会网站上查到，并且

她在首次查询证书时查到的竟然是别人

的证书信息。

  与张晓玲持同样心态的人并不少。

山东某大学金融专业研究生阳澄澄也曾

是“考证大军”中的一员。

  早在2016年，刚入学的阳澄澄就被

朋友“忽悠”带去大学城附近某教育机构

“旁听”。在这场旁听会上，宣讲老师慷慨

激昂地向在场学生灌输“多一个证书就

多一条出路”的观点。宣讲会结束后，阳

澄澄当场就花1000多元报名“会计从业

资格+计算机等级证书全能保过班”。而

2017年，会计从业资格证考试被取消。

  如今回想自己花重金报考的多项证

书是否为求职增光添彩时，阳澄澄说：

“用人单位更看重个人实践能力和技能

水平，实际面试时根本没人关注求职者

拥有多少证书。”

  对于当时自己为何盲目考证，阳澄

澄反思道：“主要还是对未来发展感到迷

茫，所以才会疯狂考证，希望能给未来增

添一份筹码。并且目前就业形势严峻，我

在潜意识中觉得只要拥有某项证书就是

拥有某项能力的有力证明。”

考证机构场下“忽悠”

吹嘘夸大狂割“韭菜”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考证大军”，无

形中催化了考证机构的发展。《法治日

报》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考证机构在没有

资质的情况下随意开展培训报考和发证

等业务。

  打开各类社交平台、短视频平台，以

“考证”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记者看到

了琳琅满目的考证广告。这些广告多数

都在吹嘘得到证书后的就业前景，承诺

证书“可挂靠”“有补贴”“行业人才缺口

很大”等。

  记者点开某文化公司的“心理咨询

师训练营”课程，点击报名链接后，机构

老师简单询问记者的学历和专业后便开

始推销课程：“该证是全国统一认可、含

金量高。现在招收的是针对备考周期特

制班型，签订学习保障协议，考试不过免

费重修。”

  紧接着，对方又称免费提供资料，并

持续给记者发送有关证书的就业前景、

薪资待遇、含金量和用途介绍等信息。

  见记者有些心动，对方随即推荐了

一款名为《心理咨询师名师护航班培训》

的课程，称原价5980元，现享受3300元成

人助学金，减免后最终价格是2680元。未

等记者回复，对方再次承诺，若没有通过

考试，可以选择免费重修，直到考试通过

为止。

  另外一家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则告诉

记者，买心理咨询师课程，可以附赠家庭

教育指导师课程，通过率95%以上。

  “考前，我们会有一些真题、押题发

给您。我们可以给学员推荐就业，像工作

半年的，每个小时可以达到200元左右，

工作一年以上的，每个小时可以达到500

元以上。”上述负责人说。

  当记者询问“家庭教育指导师”证书

的颁发机构是哪里时，对方避而不答。

  上述负责人还向记者推荐了公共营

养师、健康管理师等证书，称这些证书无

法通过个人方式报考，只能通过机构。这

意味着，如果记者想要获得其中一张证

书，需花费近3000元。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考证机构在宣

传时采取的营销套路是：先通过网页推

送和宣讲广告承诺提供免费或价格较低

的培训，再由机构统一安排考试，最后收

取费用考证。而从报名到考试领证，这一

系列流程中的不少“可操作”空间为损害

考证人员利益埋下了隐患。

  江苏某技校学生王娟今年年初花

1200元通过某教育机构报名“保育员证

书”的考试培训。结果，到手的证书让王

娟大跌眼镜：“这个在线学习证书，去幼

儿园和托儿班求职时，都不被认可，招聘

方只认可国家职业技能证书。而且也不

像考证机构当初宣传的那样，能够领取

补贴。”

  经过多方求证，王娟才发现，她取得

的证书是由某协会颁发的“山寨”资

格证。

  还有考证者报考了最近较火的“全

媒体运营师证书”。前期接洽时，机构向

学员承诺证书由国家广电总局颁发，考

试由机构统一安排。可有考证的学生告

诉记者，最终到手的并非印着全媒体运

营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而是一本蓝

色的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并不权威。

  在这条利益链中，还有一些隐匿在

背后的专业造假机构——— 印刷店。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一些“个

性化定制”印刷店可以承接证书制作业

务，不过只能通过第三方平台联系。

  记者以制作“教师资格证”为由咨询

某快印店，对方称制作过不少“教师资格

证”，若要做其他证书，只需提供样本，保

证“高仿九成”，价格为240元一份。此外，

该店还承接批量制作业务，价格更低。

建立市场淘汰机制

规范人才评价秩序

  目前，国家认可的职业资格证书分

为两种：准入类与职业技能评价类。准入

类证书针对特殊行业，要求从业人员必

须持证上岗；职业评价类证书则可以证

明从业人员的职业能力水平。

  但记者调查发现，目前火爆网络的

许多证书，并不属于以上两种类型、国家

认证的权威证书。考取了这些证书的人，

也没有因此获得从业资格或遭遇没有证

书就无法从业的限制。

  为了规范人才评价市场秩序，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年3月印发通知，对

面向社会开展的技术技能类培训评价发

证活动进行专项治理。近日，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通报，已关停两个发放“山

寨”证书、谋取不法利益的“山寨”网站。

  其中一个冒用“中国人事考试网”网

站名称和单位标识，其网址及页面内容

与人事考试中心官方网站网址高度相

似，存在故意混淆概念、误导社会的行

为。该假冒网站借助人事考试中心名义

发布虚假信息、收集考生个人信息、涉嫌

非法销售伪造认定职业资格证书，涉嫌

欺骗欺诈考生等违法违规行为。

  另一个假冒网站为“国家专业技术

人才网”，该网站违规使用国徽标识，在网

页左上角标注“工信部已备案”“官方认

证”等欺骗性字样。该网站“中心概况”栏

目抄袭人事考试中心主要职责和内设机

构有关信息，“证书查询”栏目涉嫌非法伪

造认定资格证书、收集考生个人信息。

  “整治‘山寨’证书，除主管部门严管

严抓外，长远来看，还需要充分发挥市场

淘汰机制的作用。职业证书是一种技能

评价，国家要把入门的标准建立起来；企

业也要建立一些社会标准，让市场去淘

汰那些假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

究所研究员丁大建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则从

考证者的角度提出建议，要摆脱“证书崇

拜”，首先要对准入类职业资格与社会化

的职业技能考试有清晰认识；其次要转

变对学历、证书与能力的认识。

（文中张晓玲、阳澄澄、王娟均为化名）

漫画/李晓军  

司法护民生•打击整治养老诈骗

斥资考证，物有所值？
记者调查考证乱象

  ● 2021年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包含

72项职业资格，其中专业技术人员59项，技

能人员13项。目录内72项职业资格均明确了

实施部门或单位，除此之外，任何机构或者

单位不得再自行设置实施职业资格

  ● 一些考证机构在宣传时采取的营

销套路是：先通过网页推送和宣讲广告承

诺提供免费或价格较低的培训，再由机构

统一安排考试，最后收取费用考证。而从报

名到考试领证，这一系列流程中的不少“可

操作”空间为损害考证人员利益埋下隐患

  ● 整治“山寨”证书，除主管部门严管

严抓外，长远来看，还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淘

汰机制的作用。职业证书是一种技能评价，

国家要把入门的标准建立起来；企业也要

建立一些社会标准，让市场去淘汰那些

假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