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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宜爽

星期五

2024年4月19日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赵书城

　　今年1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分局刑事侦

查大队反诈中队捣毁了一个涉嫌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的洗钱团伙，抓获3名“卡商”。之

后，民警顺藤摸瓜、连续奋战，共锁定近百名向

“卡商”出售、出租银行卡等转移支付、套现工

具的“卡农”。

　　据办理此案的反诈中队中队长殷海旭介

绍，截至4月6日，上述案件中已有20余名“卡农”

被抓获归案。据统计，这些“卡农”平均年龄22

岁，以在校学生、无业青年为主。尚未抓获的“卡

农”中，近70%是他们的同学兼好友。2023年7月

至2024年1月，2000万元涉诈资金通过这些年轻

“卡农”提供的银行卡流向境外。

　　为什么“卡农”多是缺乏社会经验的年轻

人？这些人是怎么成为“卡农”的？近日，《法治日

报》记者采访了多名被民警抓获的“卡农”，了解

他们背后的故事。

“卡农”的无知害了自己

　　“你知道出租银行卡是违法的吗？”

　　4月4日，正处于大三实习期的刘东来到反

诈中队接受调查。当得知自己此前出租的银行

卡涉嫌违法时，刘东激动地说：“我以为我自己

没有操作，这卡用来做什么就和我没关系！”

　　2023年12月，家境一般的刘东想购买一台

配置较高的笔记本电脑。钱从何来？经同学介

绍，他带着两张银行卡来到一家网吧，找到了在

这里长包机位的“卡商”，以每张银行卡500元的

价格向其出租，10分钟后，“卡商”将操作转账后

的银行卡还给了刘东，并向其转了1000元租卡

费用。

　　与刘东有着相同认知的“卡农”不在少数。

　　“当时觉得只是做了份兼职，没想到已经触

犯了法律。”4月5日，大四学生李文对记者说，

2023年8月的一个傍晚，他在学校附近的网吧打

游戏时，一位“卡商”主动为其充了20元网费，受

宠若惊的李文赶忙上前打招呼，“卡商”适时提

出希望付费租借其银行卡的请求。李文返回宿

舍取来了名下3张银行卡，“卡商”随即向其支付

了1500元租借费用。当晚，这3张银行卡过账100

余万元。

　　24岁的王艳曾长期在新疆某学院周边的一

家酒吧做服务生，每月5000元的工资常常让她

觉得捉襟见肘，于是，她便向混迹酒吧的“卡商”

出租银行卡。同时，为了扩大收入，她还向来酒吧消费的学生“推销”这种赚

钱法子。2023年8月到10月，王艳先后介绍10多名学生为“卡商”出租银行卡，

每介绍1人，她便能得到600元“好处费”。“我给那些学生介绍发财的路子，这

不是做好事吗？哪会想到这是违法的。”王艳说。

  “缺乏法律知识的年轻人是成为‘卡农’的最佳‘潜力股’。”殷海旭说，在

“卡商”看来，年轻人社会经验不足，加上不了解法律规定，很容易被不劳而

获的赚钱手段吸引。同时，一些年轻人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且贪图物质享受，

稍有甜头便会“上钩”。

  “但这种无知害了年轻人自己。”殷海旭说，买卖、出借、出租银行卡、

电话卡、个人身份信息等，都有可能为他人实施电信诈骗、洗钱等犯罪行

为提供便利，成为犯罪团伙的帮凶，这不但会影响个人征信，还涉嫌违法

犯罪。

畸形消费观引人入歧途

　　“作为年轻人，你的消费观是怎样的？”

　　4月3日，坐在反诈中队讯问室的李蓉听到记者的问题后，陷入了沉思。

随后，这位大四学生讲了自己的故事。

　　李蓉曾在网络上浏览到一条视频：喧嚣的派对上，摇晃的酒杯和朦胧的

灯带映出吃喝玩乐的俊男靓女，后方的酒柜上贴着一行字：再不疯狂我们就

老了。

　　大学四年，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李蓉经常前往酒吧，“我对钱完全没有概

念，有时一晚上狂欢消费5000元都是稀松平常的事，大不了把生活费都垫进

去。”李蓉说，作为年轻人，她的消费观简单直白：及时行乐、不计后果。

　　狂欢之后，花光生活费的李蓉通常会以泡面度日。

　　因此，当2023年8月的一个傍晚，一名“卡商”在酒吧主动接近李蓉，试探

性地问她要不要“赚点小钱”时，她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只用几分钟，微醺的

李蓉便搞清楚了如何“赚小钱”：只需出租一张名下银行卡，就能挣得500元

佣金，长期出租，每周还能得到200元返利。

　　当晚，李蓉出租了随身携带的4张银行卡，2000元到手后，她转头便在酒

吧舞池旁开了个卡座，将钱挥霍一空。

　　拥有相似消费观的还有另一位大四学生徐兰。接受采访时，她能逐一说

出哪位同学用得起名牌化妆品，哪位同学买得起最新的手机等电子产

品……说到这些时，她的语气里满是酸溜溜的味道。

　　“这些东西别人有，你没有，你就融不进他们的圈子。”徐兰说，自从偶然

听见有人谈论她的廉价背包后，由自卑滋生出的攀比心理迅速发酵。为了

“融进圈子”，家境一般的徐兰不惜通过网络贷款购买各类名牌背包和服饰。

一开始，这种超前消费模式带来的便捷和资金满足感令徐兰沉迷，可随着融

进的“圈子”越来越多，网贷账单也越来越长。无力偿还的徐兰害怕家人知

晓，便急切地通过网络寻找快速赚钱的方法。

　　2023年9月的一个午后，徐兰点击了电诈团伙在网络上引流的广告，得

知出租名下银行卡可以赚钱。她开办3张银行卡交给“卡商”，获利1500元。用

这笔钱偿还部分欠款后，当晚，为了购买新款口红，徐兰又申请了2000元

网贷。

　　“一些年轻人不健康的消费观与‘卡农’低龄化密切相关。”殷海旭说，年

轻人和在校学生极易受到超前消费、享乐主义等消费观念影响，且他们的辨

别能力低、自控能力弱，一旦陷入经济困境，很容易被带入歧途。

以案为鉴开展反诈宣传

　　据殷海旭介绍，“卡农”出卖个人信息办理银行卡，其身份可通过银行卡

被警方快速锁定，是整个电信网络诈骗链条中最容易到案的人员。可“卡农”

看似处于犯罪链条最底端，但其在整个环节中的作用却举足轻重。殷海旭介

绍，上游的诈骗分子多盘踞在境外，如果没有境内账户参与，被骗资金很难

流出。

　　当前，新疆公安机关正从“打早打小”“全链条打击”的角度，重点打击专

门从事收购、贩卖“两卡”的“卡头”“卡商”，从重处罚引诱、拉拢在校学生买

卖“两卡”的犯罪分子。“我们将以案为鉴，发挥民警担任法治副校长的效用，

创新宣传形式，让师生对帮信罪及防骗反诈等知识入脑入心。”乌市公安局

经开区(头屯河区)分局副局长姚刚说，该局还将联合教育部门，提醒家长加

强对子女的教育，密切关注子女银行卡、电话号码、微信账号的异常变动情

况，形成社会、学校、家庭立体化防范体系。

　　目前，3名“卡商”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多名“卡农”被处以行政拘留

15日的处罚，并由银行对其采取5年内暂停银行账户所有非柜面业务和所有

支付账户业务的惩戒措施，银行和支付机构不得为其新开立账户。

　　此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文中涉案人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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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刘  洁

  前不久，旅客乘坐飞机落地后发现价值万

元的品牌行李箱在运输途中受损，找航空公司

理赔被告知只能赔偿400元一事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

  当时，浙江杭州市民何女士出国游，飞机落

地后发现自己的行李箱在运输过程中箱体开裂，

锁扣处被摔碎，已无法继续使用。航空公司称何

女士并未申报行李箱价格，表示将按行李箱重量

进行赔偿，赔偿金额为400元。

　　何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法治日报》记者近

日调查发现，不少乘客都有高额行李在托运后破

损仅收到几百元赔偿的经历。同时，记者注意到，

类似损坏、遗失物品后不按物品实际价值进行赔

偿的情况还常见于快递、搬家等行业。

　　受访专家认为，航空公司、物流公司等作为

承运方，在运输过程中发生货物损毁、遗失等情

况，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消费者对货物的实

际损失具有证明责任。在快递、托运过程中，若消

费者没有提前就物品价值作出说明，后续确定实

际损失金额时将存在一定困难。

损坏不能按价赔偿

乘客只能自认倒霉

　　何女士认为400元赔偿金与自己的实际损失

差距较大，拒绝了这一赔偿方案。因何女士后续

还有其他行程安排，柜台工作人员为她开具了一

张待赔的单子，表示之后可以在工作时间联系他

们提出诉求。

  “没有办法，在异国他乡还赶时间，只能让他

们先用胶带帮我缠一下箱子，回去之后再找他们

修。”何女士告诉记者，虽然心里不太能接受自己

完好的行李箱变成了“维修过的箱子”，但赔偿实

在太低了，她只能同意将箱子邮寄给航空公司进

行维修，并由航司承担邮寄费用。

　　无独有偶，今年2月20日，上海的徐女士乘坐

某航空公司航班从米兰返回上海，发现自己托运

的两个行李箱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于是向机

场工作人员提出索赔。

　 两个行李箱刚买不久，共计1880元。可机场工

作人员说，每个行李箱只能赔偿300元，共计600

元。对此，徐女士明确拒绝并要求航司赔偿行李

箱全款。

　　由于双方未能当场就赔偿金额协商一致，工

作人员提出让徐女士先回家，之后再联系沟通赔

偿事宜。3月4日，徐女士接到机场工作人员电话，

告知航空公

司提出每个箱子增加

100元赔偿，共计800元。

　　徐女士认为赔偿金额还是太低，不愿意接

受，至今仍在协商中。

　　2023年6月，浙江宁波市民吴先生乘坐某航空

公司航班从广州飞往宁波，取行李时发现自己的

行李箱被撞了个大洞，从开裂处能够看见行李箱

内部的衣物，此外还有多处其他损坏痕迹，已经

无法继续使用。

　　吴先生因行程紧张，在拍照留证后先行离

开，之后沟通赔偿事宜。航空公司提出赔偿200

元，而吴先生的行李箱价值400多元，仅赔偿不到

一半金额，吴先生觉得不合理，直接拒绝了这一

方案。

　　随即工作人员提出，可以帮吴先生申请提高

赔偿金额，但需要吴先生出具行李箱的购买发票

或购买记录，航空公司再按使用时间进行折旧赔

偿。而吴先生的行李箱是在线下购买的，没有留

存发票。

  于是，工作人员提出第三种解决方案，赔偿

一个新行李箱，但不愿说明新行李箱的品牌和价

格，而且要求吴先生去机场选箱子。而此时吴先

生早已离开机场，“往返机场的费用加上被损坏

的行李箱，价格可能远超新行李箱价格”。

  吴先生告诉记者，工作人员与他沟通时不止

一次强调，类似的事情他们处理了很多，“别人也

是这样的”“公司流程就是这样的”。多番沟通后，

吴先生只能无奈地接受了200元的赔偿。

  “箱子是被他们托运时损坏的，凭什么赔那

么少！”吴先生气愤道。

　　记者采访了解到，不同航空公司对于行李

箱在托运中被损坏的处理方案没有太大区别，

大多提供以下三种解决方案：一是为乘客提供

一个新的行李箱，同时需要乘客留下自己的旧

箱子；二是赔偿一定金额，但往往比受损的行李

箱价格低很多；三是用胶带为乘客简单处理破

损行李箱，之后由乘客自行将箱子邮寄至航空

公司的维修点，维修后再寄回给乘客，邮费由航

司承担。

　　记者在机场某航空公司柜台处发现，该航空

公司提供的用于赔偿的行李箱有不同尺寸，工作

人员会根据受损行李箱尺寸选择容量接近的箱

子以供乘客选择。这些行李箱均为拉链款，箱体

较软。社交平台上，不少人吐槽航空公司赔偿的

行李箱质量很差，“用了没一天拉杆就坏了”“网

上搜同款只要100多元”。

　　除了行李箱损坏不按实际损失赔偿外，还有

乘客反映自己的行李物品在托运后损坏向航空

公司要求赔偿却遭拒绝的经历。

　　2023年8月1日，浙江杭州的戴女士乘坐某航

空公司航班出

行，回家后发现自己

托运的贵重物品损坏，却

被告知液体不能索赔。戴女士告

诉记者，自己在机场领取行李时发现

行李箱表面虽然有一些摩擦的痕迹，但并无

明显破损，于是没有当场开箱检查。回到家后才

发现自己购买的价值1780元的护肤品瓶口断裂，

液体大量溢出，已经没办法用了。

　　戴女士随即联系航空公司索赔，得到的回复

是液体不能理赔。戴女士觉得这是航空公司的

“霸王条款”：“按照相关规定，很多东西、超体积

的行李箱都无法随身带上飞机，只能选择托运。

乘客托运行李肯定是出于对航空公司的信任，但

最后行李受损，航空公司却推卸责任，难道乘客

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吗？”

快递受损只赔运费

搬家物损索赔更难

　　运输过程中物品损坏引发赔偿纠纷的情况

也常见于快递、运输等行业。

　　今年3月，浙江的汪先生购买了7瓶53度1L装

飞天茅台酒，商家通过某快递进行邮寄。收到快

递后，汪先生发现有一瓶酒瓶身碎裂，酒也全部

溢出。检查时，他注意到快递外包装被贴上了“已

上报破损”的标签，这说明工作人员在运输途中

就已经发现快递箱体被酒浸湿，但并未立即告知

收件、寄件的任何一方。

　　汪先生说，他在签收时发现问题，第一时间

拍照留证，并向快递公司客服反映情况，还提供

了酒瓶破损的相关照片。然而，该快递公司却以

酒水未保价为由，提出赔偿汪先生7倍运费共计

294元。

  汪先生拒绝后，理赔专员表示会重新向上级

领导反映。几天后，在汪先生的多次催促下，对方

表示可以申请最高不超过1000元的赔偿，而汪先

生损失的茅台酒单瓶市场价为5900多元。截至目

前，汪先生还在与快递公司协商中。

　　内蒙古的周女士也遇到了贵重物品在运输

中被损坏的情况。4月初，周女士通过顺丰快递寄

出了一箱价值上千元的茶叶。茶叶本身是铁罐包

装，自己寄出时也已经妥善打包，但几天后物流

信息却显示，收件方拒收了该快递。

　　经了解，原来是快递在运输途中将周女士的

茶叶与其他消费者的海鲜一起存放，海鲜包裹渗

出的液体将茶叶包裹弄湿，导致茶叶损坏。周女

士说，快递公司不愿意照价赔偿，客服表示“最多

赔偿500元”。

  “没有购买保价服务，就可以把快递物品乱

扔乱放？自己快递的物品并非易碎品，完全是快

递方的问题导致了物品损坏，他们却不愿意全额

赔偿，这是什么道理？”周女士颇为生气地说，她

认为快递公司的解决方案不合理，无法接受。如

今，周女士还在等待快递公司的回复。

　　上述情况，快递公司均以寄件人未购买保价

服务为由拒绝照价赔偿。记者采访发现，有时即

使为快递物品购买了保价服务，遇到物品损坏的

情况，消费者也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赔偿。

　　去年11月，广东深圳的严女士在网上给妹妹

购买了一台电脑，到货后发现快递包装有一

处明显破损，纸箱一角已经被戳穿，拆开包装

后发现电脑有两处明显开裂痕迹。

  严女士告诉记者，考虑到电脑是贵重物

品，自己特意购买了全额保价服务。快递寄到

时并不是妹妹本人当面签收的，而是被放在

了学校驿站。

  可是当她联系快递公司理赔时，对方不

愿按保价进行全额赔偿，提出让严女士将电

脑送去维修，赔偿维修费。严女士对解决方案

不满意，她认为自己本就是为了避免赔偿纠

纷特意购买了保价服务，却无法获得相应赔

偿。双方沟通了近3周，最后以快递公司赔偿

2000元告终。

　　记者发现，搬家途中货物破损也存在维

权困难的情况。去年7月，浙江温州的袁女士

打算搬到离工作地点更近的小区居住。考虑

到自己大件家具比较多，袁女士找了一家本

地搬家公司。

　　从前期沟通到搬家入户都十分顺利，但

因为物品数量太多，袁女士没有全部开箱检

查，只是打开了其中一个纸箱进行检查。搬运

师傅离开后，袁女士发现不少物品有不同程

度的破损，受损最严重的是一只价值万元的

鱼缸，鱼缸玻璃碎裂，无法继续使用。

  袁女士立刻联系搬家公司，搬家公司表

示物品损坏须由搬运的师傅进行赔偿。袁女

士又与搬运师傅联系，对方提出只能赔偿袁

女士300元维修费，“因为搬家一单挣不了多

少钱，再多也拿不出来了”。

  去年11月，北京的郑先生购买了某搬家

公司的日式搬家服务。郑先生说，该日式搬家

服务的介绍页面显示，搬家师傅会把家具包

裹得很严实，不会留下划痕。也正是看中了

这一点，他才加钱购买了这一服务。

  然而，东西运到后，郑先生发现电视

机屏幕被撞了个窟窿，已经不能正常使

用。郑先生找到搬家公司协商赔偿，对

方却以电视机四周已经做好防护，可能

是郑先生的电视机本就有问题为由拒

绝赔偿。多次协商后，对方只同意赔偿

200元。

承运方未尽职尽责

承担全额赔偿责任

  运输途中货物受损，到底是谁的责任，该如

何赔偿？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栾燕律

师说，民法典规定，在运输过程中旅客随身携带

物品毁损、灭失，承运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

责任。旅客托运的行李毁损、灭失的，适用货物运

输的有关规定。此外，民用航空法也有相关规定，

因发生在民用航空器上或者在旅客上、下民用航

空器过程中的事件，造成旅客随身携带物品毁

灭、遗失或者损坏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因发

生在航空运输期间的事件，造成旅客的托运行李

毁灭、遗失或者损坏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责任。

  “承运人应当对行李的损失、损坏或延误负

责，且应当按照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如果乘客能够

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其行李箱的实际价值，那么

他们有权要求航空公司按照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而不仅仅是按照重量计算的限额赔偿。”栾燕说，

航空公司普遍采取的“每公斤赔偿100元”的规定，

系依据《国内航空运输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规定》

中确认的航空公司对旅客随身携带物品的赔偿责

任限额。该规定是基于我国历史情况和当时的经

济水平制定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价水平的

提高，这一标准已不适应当前的实际情况。

  据栾燕介绍，快递公司是否应当对物流途中

损坏的物品按照实际金额进行赔偿，实践中取决

于快递服务的具体条款和消费者是否选择了保

价服务。如果消费者选择了保价服务，快递公司

通常按照保价的金额范围进行赔偿。对于未保价

的物品，快递公司的赔偿责任通常是根据双方签

订的合同条款来确定，可能会有赔偿限额，例如

赔偿运费的几倍等。同时，快递公司应当在实际

操作中严格执行保价条款，确保寄件人的合法权

益得到妥善保护。如果快递公司未能履行合同中

的保价条款，寄件人有权要求快递公司按照实际

损失进行赔偿。

  “保价服务是消费者证明自己物品价值的一

个手段，能够更好地帮助消费者获得赔偿，但并不

是只有购买保价服务的消费者才能获得全额赔

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林认为，即使没有保价

服务，如果快递公司员工没有履行必要的保护义

务，比如运输过程中导致快递液体外流、乱扔快递

导致破损、未看护好导致被盗，此时快递公司也需

要赔偿实际损失，但实际损失需要消费者证明。

　　叶林补充道，限额赔偿作为航空公司、快递

公司、搬家公司等单方的申明，不能被认为是双

方之间达成的协议，所以在消费者能够证明自己

的物品价值超过赔偿限额时，是可以要求按照实

际价值赔偿的。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需承担举

证责任。

  “除了提高消费者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能力

外，还应通过加强监管和执法、促进行业自律等

手段对运输行业消费者理赔难现象进行规范。”

栾燕建议，监管部门应采取加强法规和标准落

实、提升监管能力，同时应开展随机抽查核查及

强化社会监督渠道，并完善处罚机制。

漫画/高岳  

物物品品运运输输途途中中被被损损坏坏，，凭凭什什么么赔赔那那么么少少？？
记记者者调调查查物物流流运运输输货货物物受受损损低低赔赔偿偿现现象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