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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余东明 张海燕

　　

　　先是在直播间内狂刷礼物，送直播至平台榜首，

接着主播将钱再返还至集资诈骗犯罪嫌疑人账户，犯

罪嫌疑人通过这种方式将赃款“洗白”，主播赚流量和

中介费……《法治日报》记者近日从上海市公安局获

悉这起全国首例利用网络直播“打赏”实施洗钱犯罪

的案件。

　　在公安部统一指挥部署下，上海警方在中国人民

银行上海总部反洗钱部门和相关省市公安机关的支

持配合下，抓获犯罪嫌疑人21名，捣毁一条寄生于网

络直播平台、洗兑转移非法集资等“黑灰资金”的新型

洗钱犯罪产业链，涉案金额近亿元。

办理一集资诈骗案

发现赃款用于打赏

　　此案肇始于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办理的一起

集资诈骗案。警方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在2018年1月

至2020年7月间，先后设立了多家公司，以新能源车辆

融资租赁收益权转让的名义，通过线下门店向社会公

众承诺高额收益，销售各类理财产品，进而非法募集

资金。犯罪嫌疑人陆续到案后，警方持续推进追赃工

作，力求最大限度为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去年6月，警方在对涉案资金进行追查的过程中

发现，有巨额赃款被用于在某网络直播平台充值打

赏。尽管警方在此前的办案过程中见到过许多犯罪嫌

疑人将赃款肆意挥霍的情况，但将巨额赃款用于打赏

主播实属罕见，这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由此入手，警方全力梳理排查涉案赃款被用于充

值打赏的记录明细。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甄别发现，

集资诈骗犯罪嫌疑人在充值打赏网络主播后不久，其

个人账户中就会收到网络主播转账过来的巨额钱款。

　　上海公安经侦部门随即成立专案组开展立案侦

查，并迅速锁定了李某等4名存在事后集中批量返款

等可疑行为的网络主播。

主播与嫌疑人合谋

名为打赏实为洗钱

　　以网络主播为切入点，警方循线深挖发现，这些

主播曾与集资诈骗犯罪嫌疑人来往密切。经过进一步

调查，警方挖出一条个别网络主播通过接受打赏“刷

流量”并为集资诈骗团伙转移赃款的新型洗钱犯罪

通道。

　　经查，2019年6月至2020年7月期间，上述集资诈骗

犯罪嫌疑人为转移隐匿犯罪所得，结识了在某网络直

播平台担任主播的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提出由其在

李某等人的直播间内打赏礼物，为其抬高直播人气和

曝光率，帮助其赚取直播平台榜首奖励，同时指使李

某等人事后再将所收取的打赏钱款返还至集资诈骗

犯罪嫌疑人的个人账户中。事成之后，李某等人从中

收取部分佣金作为报酬。

　　接着，李某等人在明知打赏钱款系集资诈骗犯罪

所得的情况下，通过在直播期间接受打赏的方式收取

赃款，随后通过提现、转账等方式，为犯罪嫌疑人清洗

和转移赃款。

　　不仅如此，警方还发现，自2020年10月以来，有多

名电信诈骗、网络赌博犯罪嫌疑人通过社交软件结识

了当时正担任李某直播工作室员工的范某等人。

　　为了帮助这些犯罪嫌疑人清洗和转移犯罪赃款，

范某等人充当打赏币中介，在明知犯罪嫌疑人的资金

系违法所得的情况下，以原价6折至7折不等的价格购

买犯罪嫌疑人使用赃款充值有大量打赏币的平台账

户，然后再以原价7折至8.5折不等的价格将平台账户

转手对外销售，从中赚取差价，为这些上游犯罪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严重破坏金融秩序

网络主播涉嫌犯罪

　　今年2月8日至9日，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部署和

相关省市公安机关的大力配合下，上海警方在全国11

个省市分批次展开集中收网行动，一举抓获李某、范

某等21名犯罪嫌疑人。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为掩饰、隐瞒破坏

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所得及其产生收

益的来源和性质，提供资金账户的、

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

移资金的，涉嫌洗钱罪。明知是犯

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

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

或者其他方式掩饰、隐

瞒的，涉嫌掩饰、隐

瞒犯罪所得罪。

　　涉案网络

主播通过接

受打赏后提

现转账的方

式，为上游犯

罪团伙清洗转

移赃款，并借助违法

犯罪资金制造虚假

流量，严重破坏了金融

管理秩序。打赏币中介在明

知打赏币系使用“黑灰资金”

购买的情况下，以低买高卖的方

式非法牟利，助长了违法犯罪资金

的清洗和转移行为，严重侵害了行业

健康发展。

　　洗钱和“地下钱庄”犯罪为非法集资、电信诈骗、

网络赌博等犯罪清洗和转移赃款，帮助上游犯罪逃避

警方的查处、冻结、追缴，不仅增加了破案追赃难度，

也助长了上游犯罪的气焰。

　　本案中，上海警方通过打击查处洗钱和“地下钱

庄”犯罪，及时为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案件告破

后，警方全面分析犯罪手法，总结行业风险并第一时

间预警通报行政部门，推动源头治理。

　　目前，经检察机关批准，李某等4名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洗钱罪已被警方依法执行逮捕，范某等

17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被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下一步，警方将

持续深挖上游犯罪，力

求“全链条”打击。

漫画/高岳

“打赏”主播近亿元实为洗钱
上海警方破获全国首例直播“打赏”洗钱案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张志昌

　　近日，陈某春等4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局库尔

勒公安处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以陈某春为首，涉及

35起电信网络诈骗案的洗钱团伙被打掉。警方先

后抓获犯罪嫌疑人31名，查实涉案资金540万元。

　　去年12月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某公司职工

艾某向库尔勒公安处鱼儿沟车站派出所报警称被

诈骗24万余元。警方了解情况后，成立专案组开展

调查。

　　据了解，艾某此前在某网络平台软件上填报

了新疆某大学的函授本科并支付了6735元学费，

后来因个人原因欲退学费，但与该平台客服人员

多次协调沟通未果。

　　去年12月1日10时许，艾某接到自称平台“客

服人员”的电话，表示可以为其办理全额退费事

宜。艾某深信不疑，按对方要求下载注册了名为

“某某金融”的App，根据对方要求先后向“客服人

员”提供的14个账户转账24万余元。直到同事提

醒，艾某才意识到被骗，赶紧到鱼儿沟车站派出所

报警。

　　专案组紧盯涉案资金流向。通过分析发现，艾

某向14个账户转出的24万余元，已被犯罪嫌疑人

在不到两分钟时间内通过9条资金链转移至第6级

洗钱账户。所有涉案资金经过不等额逐级分散，有

的流入企业账户，有的流入银行理财产品，清洗

资金。

　　警方经过对100余个银行账号、两万余条转账

记录进行串并分析，一个名为杨某普的银行账户

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这个账户虽然在12月2日案

发当天只有5000元涉案资金流入，但其余时间几

乎每天都有上百起“快进快出”的转账，每笔转账

在户内停留不过十几秒。另外，杨某普名下两张银

行卡，在案发当日一小时内转账达80万元。在案发

前两日，杨某普将这两张银行卡的转账额度提高。

　　通过对杨某普账户资金流水和活动轨迹分

析，民警发现杨某普频繁往返于江西省横峰县和

福建省尤溪县两地，在两地均有大量生活消费

记录。

　　3月20日，专案组民警分赴横峰和尤溪驻点侦

查，经过缜密布控，抓获包括杨某普、黄某某在内

的5名洗钱团伙成员。根据杨某普等供述，警方认

为这个团伙以陈某春为首，专为境外某诈骗团伙

洗钱，共涉及35起电信网络诈骗案。

　　经过侦查发现，陈某春得到上线——— 境外诈

骗分子的洗钱任务后，利用网络通信软件通知下

线杨某祥，杨某祥再指示杨某普将“卡农”(专门为

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分子提供银行卡用于流转涉

案资金进而非法牟利者)带到指定地点等待干活，

干活当日，“卡农”由杨某祥单独带至陈某春处，由

陈某春与詹某顺一同完成涉案赃款的接收与转

出，有人负责为两人望风。

　　理清团伙组织关系后，专案组决定对陈某春、

詹某顺等4名犯罪嫌疑人实施收网抓捕。

　　4月13日凌晨3时，有线索显示陈某春欲返回

尤溪县农村老宅，专案组在尤溪县公安局的协助

下布控。当日16时50分，警方一举抓获陈某春等4

名犯罪嫌疑人。随后，专案组根据犯罪嫌疑人供

述，连续开展延伸打击，侦破8起电信网络诈骗案。

至此，库尔勒铁路警方通过调查艾某一案，侦破相

关电信网络诈骗案共35起。

库尔勒铁路警方告破一起洗钱案

团伙通过买理财产品清洗资金

□ 本报记者   阮占江 帅标 

□ 本报通讯员 刘艳玲

  记者近日从湖南省益阳市

安化县人民法院获悉，该院宣

判了一起作案人潜逃21年之久

的强奸案，判处被告人黄某华

有期徒刑6年。

  2001年5月23日6时许，黄某

华在安化县某中学后面的一条

山路上，遇见去上学的被害人

小芳（化名，案发时13周岁），其

以帮忙拿东西为由，将被害人

骗至不远处一无人居住的房子

里。黄某华当过武术教练，体格

健壮，其采取威胁的方式，强行

与被害人发生了性关系。

  当日案发后，该案被公安

机关列为重大刑事案件。黄某

华畏罪潜逃，安化县公安局于

2001年5月26日发布通缉令，对

其悬赏通缉。

  黄某华先是潜逃至湖南省

湘潭市某尼姑庵蹭斋饭，数月

后在湖南省常德市某禅院剃度

出家。20年间，除了西藏、新疆、

东北，黄某华流窜于全国各地

大大小小的寺庙。

  出家期间，黄某华勤学法

律知识，了解到强奸罪是重

罪，既害怕被抓，又不敢投案

自首。

  疫情暴发期间，全国各地

都须扫健康码、行程码，寺庙进

出也是如此。黄某华意识到大

事不妙，认为在寺庙已无生存

空间，于是离开寺庙潜逃至江

西省萍乡市，租了间门面开理发店。黄某华每日过得战

战兢兢，没多久又将理发店关闭，坐车回到了安化县梅

城镇。

  警方很快发现了黄某华的行踪。去年2月21日，潜

逃21年的黄某华在安化县梅城镇被抓获，被抓时身上

携10万多元现金、首饰若干和金条若干。

  安化县法院经审理，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目前该

案判决已生效，罪犯黄某华已经入狱服刑。

  据了解，2022年5月，湖南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依

法严厉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通告》，在全省

开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利剑护蕾·2022”

专项行动，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始终保持“零容忍”

“零懈怠”，坚持有案必查、有罪必惩，依法从严从重打

击，维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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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黄辉 通讯员刘茜 赖松博 “我

知道，你们总有一天会找到我。”近日，江西省芦溪县公

安局通过大数据信息研判，锁定涉嫌故意杀人的命案

在逃嫌疑人赵某，并与当地警方合作将其抓捕归案。

  至此，一起发生在22年前的命案终于告破。

  2001年7月的一天，赵某伙同他人在江西省抚州市

南丰县一小卖部故意纵火，致使住在小卖部里的店主

及其亲属共两人死亡。

  案发后，随着案件的侦破，相关犯罪嫌疑人相继落

网，但赵某如同人间蒸发，追逃工作陷入僵局。

  时间一晃，就来到了2023年。4月11日，芦溪警方在萍

乡市公安局统一调度下加大命案积案侦破力度，并启动

“破案工厂”机制，统筹各类侦查资源开展线索追踪。

  针对此案，芦溪警方经过分析发现，赵某曾在湖南

省邵阳市洞口县有活动轨迹，并锁定其身份及藏身地。

随后，芦溪警方联合邵阳警方立即开展抓捕行动。

  4月13日下午，经过3小时的摸排蹲守，警方将赵某

抓获归案。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赵某供述称，案发后，他潜逃至

洞口县，在当地做了上门女婿，并育有儿女。为了躲避警

方追捕，他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这些年来我从不敢回想22年前发生的错事，每天

都在担惊受怕中，害怕被警方找到，更害怕妻儿知道我

是在逃犯罪嫌疑人。”赵某痛哭流涕。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纵火嫌犯隐姓埋名22年终落网

  本报讯 记者刘中全 通讯员姜建龙 郭凯 近

日，吉林省大安市公安局抓获一名潜逃30年之久的命

案积案在逃犯罪嫌疑人。

  1993年10月19日19时许，大安市乐胜乡丛某与妹妹

发生口角，妹妹的小姑子张某某在拉架过程中被丛某

持刀杀死。随后，丛某畏罪潜逃。

  多年来，大安市公安局办案民警更换了一批又一

批，但对丛某的追捕脚步始终没有停止，由于受当时办

案手段、条件等客观因素限制，始终没有获取有价值的

案件线索，丛某在30年时间里如人间蒸发一般。

  自全省性公安机关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吉林

省公安厅周密部署，大安市公安局党委把侦破命案积

案、抓捕命案在逃犯罪嫌疑人工作放在首要位置来抓，

抽调精干警力组成专案组，首先将此命案积案列为攻

坚重点。办案民警深入研判，采取综合侦查措施，全面

梳理排查丛某相关信息，通过对可能与丛某相关联的

海量信息碰撞比对和分析，对每一条线索逐个核查、排

除，最终从数十万条数据中捕获一条重要线索，初步锁

定了丛某潜逃藏身地点。

  专案组民警随即赶赴内蒙古、黑龙江两省区5个城

市，辗转奔波4000余公里路程，通过追踪和蹲守，于4月

21日18时在黑龙江省宾县宁远镇双峰村将潜逃30年的

命案在逃嫌疑人丛某抓捕归案。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大安警方告破一起30年前命案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向社会公布多起涉数字教

育著作权纠纷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案例中，因修改并销

售他人享有著作权的《美睫视频教程》牟利，王某某被

判侵权，赔偿对方3万余元。

　　案情显示，原告作为甲方与案外人张某、熊某签订

《美睫视频教程》拍摄合作协议，熊某为主讲老师，张某

为摄影师，拍摄合作协议中约定，本项目的著作权依法

由原告享有。

　　原告作为甲方与案外人闫某（乙方）签订授权书，

其中载明甲方系《美睫视频教程》的著作权人，甲方授

权乙方在授权期限内，在其网络店铺“某品牌美甲美睫

培训”内，享有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相应的邻接

权，授权权利内容为专有使用权。原告另提交商标注册

证，显示原告为该品牌的商标权人。

　　原告取证发现，被告王某某将涉案美睫教程视

频上传至某网站，还通过字幕的方式留下聊天软件

号。原告通过搜索该号码添加了被告王某某的好友

后，支付了99元，通过获取网盘密码的方式，获得了

涉案课程。

　　经法庭比对，原版视频画面右下角显示带有“某品

牌”艺术字体的标识，被控侵权视频则无，原版视频相

比于被控侵权视频时长略长，除此之外，原版视频与被

控侵权视频在各方面高度一致。

　　原告认为，涉案视频是其委托他人摄制而成，著作

权依法由其享有，被告销售与该视频除品牌标识和时

长略有不同以外、其他各方面高度一致的视频，侵害了

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被告王某某辩称，原告不能证明其享有涉案视频

的著作权或其他权利，不具备本案诉讼主体资格。

　　法院认为，具有拍摄者独创性表达的视频，属于视

听作品，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涉案视频系讲师讲授美睫

教程的视频，内容包括讲师的口头讲授、实操演示以及

幻灯片展示等，可以看出，涉案视频拍摄过程中存在机

位的变化、镜头的调整以及不同内容的剪辑，最终形成

的连续画面是拍摄者对多台设备拍摄的多个镜头进行

个性化选择、编排的结果，应当认为涉案视频系拍摄者

的独创性表达，属于视听作品。

　　最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

失3万元及合理开支375元。一审宣判后，双方均未上

诉，判决已生效。

　　本案主审法官表示，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明确

了美睫操作视频的创作者，所拍摄录制的视频能够

体现拍摄者独创性表达的应认定为视听作品，受著

作权法的保护。同时，案件厘清了美容操作类视频作

品边界，提供了视听作品著作权归属的裁判思路，打

击了轻微修改后销售他人享有著作权的视听作品牟

利的侵权行为，严格依法保护了传授技能类视频的

著作权。

北京互联网法院公布著作权纠纷典型案例

轻微修改后销售他人视频被判赔

　　本报讯 记者马超 《法制与新闻》见习记

者王泽宇 帮别人办几张银行卡，不要本钱，只

需动动手指，刷刷流水，再帮别人提取几笔现金，

就能轻松赚到“好处费”。殊不知，这么做可能已

经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

　　近日，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摧毁一

个涉案数亿元、专门帮助境外诈骗团伙转移涉

诈、涉赌资金的不法洗钱团伙。

　　去年12月中旬，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水塔

街派出所民警在深入社区工作时，摸排到了杜某

某等人的上述“洗钱”线索。掌握情况后，水塔街

派出所向分局领导汇报了案情，临汾市公安局副

局长、直属分局局长杨勇组织相关警种召开案情

分析会，成立工作专班。办案民警加班加点、调查

摸底，使这一特大不法洗钱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今年2月21日，按照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统

一部署，120余名民警兵分三路对杜某某、杨某某

洗钱团伙集中收网。经过两天两夜奋战，抓获以

杜某某、杨某某为首的团伙成员58人。

　　经查，2021年9月以来，犯罪嫌疑人杜某某、

杨某某以需要大量银行卡为公司转账为由，纠

集自己的亲人、朋友在临汾等地以每张银行卡

每月1000元的报酬租借银行卡300余张，帮助境

外诈骗团伙转移涉诈、涉赌资金。该案查证涉案

银行卡资金流水7亿余元，已追缴违法所得50余

万元。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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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严惩洗钱犯罪 攻坚积案命案

□ 本报记者  王 春

□ 本报通讯员 龚利波 罗校校

　　

  近日，浙江省余姚市公安局主动适应黑恶犯罪网

络化新趋势，打掉一个以田某祥、李某光为首的恶势力

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7人，扣押作案手机211部，电脑

72台，涉案金额达3800余万元。

  近年来，民间网络借贷发展迅速，导致一些以“软

暴力”催收为主要表现特征的非法活动愈演愈烈，严重

扰乱了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

  2022年12月初，余姚警方接到一家公司负责人报

警称：自2022年12月8日起，一直有骚扰电话打进公司，

对方声称其公司员工方某（化名）欠债不还。同时，对方

还多次向浙江省“民呼我为”统一平台、市信访部门展

开投诉，恶意编造其公司服务态度差，要求处理相关工

作人员。对方的恶意骚扰，对公司员工的工作、生活以

及公司的经营、业务开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据受害人方某叙述：因为在几个网贷平台有逾期

欠款，不仅他每天要收到二三十次催收电话或短信，他

的亲朋好友也受到了同样的骚扰。“欠债还钱的道理我

懂，这些平台怎么样花力气找我，我都无话可说，但是

他们波及到其他人，这就太过分了。”

  接到报警后，余姚市公安局立即成立由刑侦大队、

网安大队等组成的专案组，迅速开展侦查工作。经过深

入分析和研判，专案组民警发现该团伙组织打着商务

咨询公司的幌子，非法获取和查询公民个人信息，通过

电话、短信等“软暴力”方式恶意骚扰受害人及其关系

人，以逼迫受害人归还高息网贷。

  经过统一部署，今年1月10日，余姚警方出动上百

名警力奔赴湖南长沙、龙山等地进行统一收网抓捕行

动，随着犯罪嫌疑人的落网，该案更多细节也得以

浮现。

  从2020年起，以田某祥、李某光为首的不法团伙成

立商务咨询公司，专门承揽一些网贷公司的催账业务。

该团伙组织架构严密、人员分工明确。借公司名义通过

非法渠道购买公民信息后，采用电话滋扰、恶意举报、

恐吓等“软暴力”手段向受害人及其关系人催讨贷款。

  如果受害人拒不还款，他们就会将这些短信群发

给受害人及其社会关系人，并多次电话滋扰受害人及

其关系人，利用受害人要面子的心理，达成催收业务，

给受害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同时也严重破坏了

社会经济秩序。

  该团伙利用“软暴力”非法催收获利1200余万元，

受害人达上万人，涉及浙江、上海、江苏等多地。

  目前，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寻衅滋事罪，

田某祥等67人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

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

  群众如有贷款需求，一定要通过合法途径借款，民

间高利贷存在较大风险，切记谨慎防范；如遭遇“软暴

力”催收、暴力讨债、非法拘禁等违法犯罪行为，一定要

第一时间固定相关证据并报警，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

合法权益。公安机关将对此依法查办，决不姑息。

浙江余姚警方打掉一个涉恶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67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