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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打击假冒犯罪

□ 本报记者  李娜

□ 本报通讯员 刘颖 江雪晶

　　

　　近日，山东省潍坊市公安局寒亭分局

根据群众报案线索，侦破一起销售假冒注

册商标的商品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现

场查扣“特供酒”300余箱，涉案金额达1200

余万元。

　　今年年初，潍坊市市民张先生在网上

酒水直播间，购买了一瓶主播大力推荐的

“特供酒”。主播声称“特供酒”市场上根本

买不到，只有通过“内部人士”的“特殊渠

道”才能拿到。到货品尝后，张先生明显感

觉不对劲，怀疑买到了假酒，随后向潍坊市

公安局寒亭分局报案。

　　接到报警后，寒亭公安分局立即对该

直播间展开调查，发现该主播还会在另一

个直播间内卖酒。直播间每天上午和晚上

直播两场，每次约1小时至2小时，每场直播

平均千余人次观看。

　　办案民警发现，两个直播间的标志都

与某知名白酒品牌的标志十分相似，销售

人员背后货架上摆放的也几乎全是某知名

白酒的酒瓶。根据直播平台要求，如果要售

卖某品牌的商品，必须提供相关的经营资

质。民警立即和企业取得联系，企业称从未

授权这两个直播间卖酒。经过鉴定，两个直

播间打着知名白酒旗号售卖的“特供酒”，

根本不是该酒厂生产。

　　办案民警对涉案网络直播间售出商品

的情况展开调查后发现，这两个网络直播

间里的销售记录都是他们代理的小众品牌

酒水，并没有显示“特供酒”“专供酒”的售

出情况。这些主播虽然在直播间里大肆销

售各种所谓的“特供酒”，但消费者点开直播间提供

的购买链接，关联的商品却是直播间代理的其他品

牌生产的酒水。这些售卖“特供酒”的直播间正是利

用这种移花接木的方式规避直播平台的监管。

　　在掌握相关情况后，办案民警很快将

主要犯罪嫌疑人王某、李某等人抓获，售卖

假酒的直播间也被平台关闭，相关账号被

封禁。

　　据王某交代，他运营的直播间先前销售

的都是一些小品牌授权的正规酒水，但销售

业绩一般。一次直播后，一个叫陈某的男子

主动联系上了他。陈某称在外省有自己的酒

厂，能够给王某的直播间提供所谓的“特供

酒”进行销售。两人一拍即合。

　　通过调查，警方明确了陈某的真实身

份。为了查清陈某制作“特供酒”的犯罪窝

点，办案民警立即前往外省展开进一步

调查。

　　通过分析，民警发现陈某每天中午都

会驾驶轿车外出，在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出

现在当地一个物流集散地。但其家距离物

流集散地的车程最多不超过一个小时，民

警推测中间消失的两三小时应该是陈某用

来灌装和打包“特供酒”的时间。

　　通过缜密侦查，警方找到了生产这些

所谓“特供酒”的窝点，当场抓获了陈某

等人。

　　据陈某交代，他向王某等人提供的所

谓“特供酒”都是从当地酒厂购买的低档基

酒，包装这些“特供酒”的酒瓶、酒盒、酒袋

则是陈某找人专门定制的高仿包装。陈某

及其同伙在灌装窝点将低档基酒灌装、包

装后，再通过快递物流发到全国各地的买

家手中。

　　民警调查发现，涉案的基酒是用酿

酒后的残余酒糟重新进行蒸馏得到的，

质量根本无法保证。犯罪嫌疑人陈某购

买的基酒每斤在10元左右，他以20元至30

元不等的价格卖给犯罪嫌疑人王某。王某直播间

里的主播们通过“专业”话术包装后，将这些酒包

装成“特供酒”，以每瓶30元至180元不等的价格

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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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黄辉

□ 本报通讯员 刘静 朱佳玲

　　

　　一条线索牵出跨8省份商标侵权案，看似名牌产

品包装的背后，却隐藏着从制作、加工到分销“一条

龙”的制售假冒茅台酒瓶产业链。

　　近日，江西省景德镇市公安局昌江分局传来捷

报，历经一年的精心布局和缜密侦查，警方成功捣毁

一个横跨8省份的假冒茅台酒瓶制售团伙，并将以周

某为首的14名犯罪嫌疑人悉数捉拿归案，斩断了这

一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链条。

　　2023年8月，昌江公安分局食药环工作队民警摸

排出一条重要线索，辖区一老旧房屋内可能存储大

量假冒茅台酒瓶。

　　民警连续数日开展走访和蹲守工作。2023年8月

29日，民警发现该房屋大开仓门、准备出货，于是抓

准时机、果断出手，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周某、骆某

夫妻二人，当场查获假冒茅台酒瓶1300余件及大量

橡胶锤、卡扣、瓶盖等制假工具。

　　“查获的假冒茅台酒瓶有很多不常见的大容量

酒瓶，这部分酒瓶容量都在5升以上。”办案民警介

绍，经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和食药环民警共同辨认，这

些酒瓶从外观上看很难分辨真假，却都是未经商标

权利人授权许可的冒牌货。

  经查，犯罪嫌疑人周某等人从2021年开始从事

贩卖假冒茅台酒瓶行业。

　　为非法牟利，周某从上游厂家定制大量印有“贵

州茅台”“飞天”以及“五星”商标的酒瓶，囤放在上述

老房子内。随后，通过线上联系客户，谈好定制茅台酒

瓶的种类、数量、价格后，联系快递员上门取件，通过

快递寄件的途径将假冒商标酒瓶销售至全国各地。

　　因周某制作的假冒茅台酒瓶仿真度高，仿冒的

酒瓶又多为稀有的珍藏版本，甚至有人主动找周某

订货后再自行销售，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了9个二

级经销商。

　　“为掩人耳目，周某收款用的二维码和发货姓名

均未使用其真实姓名，租用的仓库也很隐蔽，许多客

户都与其素未谋面。”据民警介绍，周某具有较强的

反侦查意识，落网之后还辩称自己卖的酒瓶是“艺术

品”，只是用于陈列展示，不存在违法。

　　经初步调查，此案覆盖全国多个省市，涉及金额

近百万元。

　　昌江公安分局迅速成立专案组，抽调治安大队、禁

毒大队、派出所等精干警力，全力开展侦破、抓捕工作。

　　办案人员按照“上下延伸”断网的侦查思路，通

过层层摸排、循线溯源，逐步摸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

构，厘清并确定了涉嫌商标侵权的销售网络，并层层

锁定了以周某夫妻为首的14名重点犯罪嫌疑人。

　　为将该制假售假网络一网打尽，专案组民警兵

分多路，连续几个月辗转贵州、陕西、山东、河南等8

个省份开展调查取证。

　　涉案人员多且分布广、流动性大，办案人员跨省追

查难度很大。专案组民警为避免打草惊蛇，做了大量数

据分析研判，并多次奔赴各地排查线索。经过数月的抽

丝剥茧，专案组对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信息全部掌握，分

组奔赴各地将姚某等8名二级经销商抓获归案。

　　今年1月，专案组赶赴山东省菏泽市曹县抓捕此

案涉及的最后一名经销商。在曹县的一处木质展示

柜加工厂，专案组民警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

　　4月，专案组深挖源头，成功抓获生产假冒茅台

商标酒瓶的源头厂家马某等3名犯罪嫌疑人。至此，

以周某夫妻为首的14名重点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

　　景德镇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警方通过深

挖线索，一举斩断了这条假冒茅台酒瓶的制售产业

链，达到了查办一批案件、规范一个行业、净化一片

区域的良好社会效果。

老旧房屋内堆满假冒茅台酒瓶
景德镇警方斩断假冒茅台酒瓶制售产业链

  本报讯 记者潘从武 通讯员龚彦晨 牛菁

菁 近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

沙依巴克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将犯罪嫌疑人

李某抓获，一起涉及200余人的演唱会门票诈骗案

告破。

　　今年5月17日，沙依巴克区公安分局红庙子派出

所接到辖区居民杨女士报案，称自己的前男友李某

以她的名义进行诈骗，导致自己被多人追账。

　　杨女士称，她于今年2月通过某社交软件结识李

某并确认了恋爱关系。4月底的一天，李某告诉杨女

士，其小姑是某歌手乌鲁木齐演唱会主办方的工作

人员，可以拿到门票低价销售，成功售出后，主办方

将根据票价返利，每张能获得117元到417元不等的

利润。

　　之后，杨女士在社交“朋友圈”发布“×××演唱

会门票低价出售”“看台区域定金300元，内场区域定

金500元，先到先得”等内容。信息发出后不久，就有

人向她询问购票事项。从4月29日到5月10日，她总共

收取300余人的定金共计12万余元。

　　5月10日起，演唱会门票陆续出票，而李某承诺

的票却迟迟不见动静。对此，李某解释称，低价票出

票要比官方渠道晚一些。其间，一些人通过其他渠道

购买了演唱会门票后要求退款，杨女士将情况告诉

李某后，李某陆续将5万余元定金退回。

　　直到5月17日，演唱会开演前的最后一天，李某

承诺的门票还不见踪影。杨女士联系李某，发现自己

已被拉黑，于是报了警。

　　经统计，有200余人在杨女士处买了票，被骗金

额共计7万余元。随后，民警将李某列入网上追逃人

员，并继续追踪调查。8月14日，民警得到李某藏身处

的线索后将其抓获。李某对其实施诈骗的行为供认

不讳。

　　李某交代，自己得知某歌手演唱会将在乌鲁木

齐市举行的消息后，萌生了以此为由欺骗杨女士帮

助其诈骗钱财的想法，“低价票”和在主办方工作的

“小姑”都是他虚构的。

　　目前，李某已被沙依巴克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低价演唱会门票骗局让200余人上当
　　本报讯 记者罗莎莎 通讯员王华 张晋毓

一款号称“超低手续费，信用卡提现随时随地秒到

账”的App，短短一年时间为客户提供了232万余次

信用卡提现服务，支付流水高达27.7亿余元。靠着这

款App，背后的“操盘手”罗某非法获利143万余元。

　　2021年10月，江苏省扬中市市民王先生经朋友

推荐下载了一款名为“汇卡商城”的App，朋友称该

App可以快速“套现”信用卡额度，推介好友下载还

能获得更多的提现折扣。王先生通过该App将信用

卡上1000元“套现”到储蓄卡上，一番操作后收到某

茶楼退款993.1元，收取6.9元手续费。王先生怀疑该

App提供的信用卡“套现”服务是违法行为，向公安

机关举报。

　　公安机关循线追踪，查出App所属公司湖南某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据该公司运营者罗某交代，其

此前从事过信用卡销售工作，后注册公司并接触到

了POS机业务。因公司效益不好，罗某便想到了利

用公司接触到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运营“汇卡商城”

App做起信用卡“套现”业务。

　　据介绍，该款App主要通过二维码进行传播，

下载次数超百万。在没有任何真实交易的情况下，

这款App可生成超市、茶楼、饭馆等场所的虚假消

费记录，由第三方支付平台通过消费退款的方式为

客户实现信用卡“套现”，截留约6.9‰的手续费，平

台和罗某再进行分成。

　　2022年11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至扬中市人

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结合公安机关鉴定意见，检察机关发现该App

除具备现金“套现”功能，甚至还能为无力偿还信用

卡的会员提供“代刷”“代还”以维持信用额度的“养

卡”服务。对此，检察官引导公安机关对交易订单进

行了梳理分类，补充调取交易流水232万余条，最终

确定涉案金额和罗某运营“汇卡商城”平台的违法

所得。

  扬中市检察院以非法经营罪对罗某提起公诉，

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罗某有期徒刑5年3个月，并

处罚金145万元。罗某不服提出上诉。不久前，镇江

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套现”App运营者非法获利143万余元

□ 本报记者  赵志锋

□ 本报通讯员 王植玉 李玉秀

　　

　　“品牌”电视机故障频发，企业售后竟然也束手

无策，问题到底出在哪？

　　近日，甘肃省兰州公安全链条侦破一起特大生

产销售假冒品牌电视机案件，打掉一个分4个层级、

涉及全国20多个省市的家族式犯罪团伙，抓获犯罪

嫌疑人12名，现已查明涉案金额5000余万元。

商品只在夜间销售

　　今年5月，兰州市公安局安宁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接到多起辖区群众报警，均称在网购平台购买的知

名品牌液晶电视机存在频闪、高热、宕机、断电等质

量问题，多次投诉反映无果，请求公安机关查处。

　　民警了解到，涉事电视机品牌售后人员也进行过

上门维修，但始终未能彻底解决故障。通过比对，民警

注意到涉事产品除了机身正面标识以外，外包装、说

明书、保修卡上均没有品牌商标或联系方式，在与售

后人员沟通后，售后人员也表示涉事产品的部分配件

和组合与之前接触过的同类产品有所不同。

　　民警与相关品牌企业取得联系，经初步调查：今

年4月开始，各大品牌售后不断接到兰州市消费者投

诉反映产品质量问题，涉事产品故障反复、无法根除。

　　相关企业派遣专业人员鉴定，最终确定涉事电

视机均系假冒伪劣产品。通过梳理涉事电视机销售

网店数目和销量，怀疑有不法分子通过各大网购平

台，有组织地制假售假、牟取暴利。安宁公安分局成

立专案组，对该案立案侦查。

　　通过对涉案网店调查，专案组总结出几个共同

特征：所售商品均为知名企业品牌，店名都带有“工

厂店”“直销”“特卖”等字眼，具体品牌名中间使用字

母或空格规避平台关键字监测，白天商品全部下架，

夜间才会上架电视机，且型号不超过3种，售价比旗

舰店低30%。售前售后客服一应俱全、话术完备，并

承诺“三包”，店内贴出的品牌“授权证书”均系伪造。

这样的网店，民警初步梳理出7家。

团伙内部分工明确

　　在涉案网购平台运营商的配合下，专案组查明：

涉案店铺对应的平台账户收取销售所得后从不消费

支出，而是每周进行一笔大额转账，一次性转走全部

资金，资金经层层洗转后最终流向安徽籍男子张某。

　　经对张某的账户进行分析，专案组又挖出了另

外10家可疑网店，其特征与向兰州市销售假冒伪劣

电视机的7家网店如出一辙。专案组断定：张某就是

该案的核心人物。

　　经查，自2023年起，张某纠集其位于安徽

老家的12名堂表亲戚，组成较为稳固的

犯罪团伙，以公司化运营

模式实施生产销售假冒

品牌液晶电视机的犯

罪活动。张某是团伙

首脑，全权负责核

心运维团队，下设

专业的贴牌组装团

队、线上销售团队、

资金洗转团队，四级团

队分工明确、无缝衔接。

　　张某指挥团伙成员

以“蚂蚁搬家”的形式，分

散采购零配件，规避市场

监管部门监测预警，寄递至

贴牌组装团队分类库存，同时

遥控事先招募人员组成的线上

销售团队，在多家网店上架售卖，

向甘肃、北京、上海、河北、广东等20

多个省市的消费者发货，不法所得则

通过资金洗转团队经由多级个人支付平

台逐级洗转，最终全部汇入到张某名下，形

成了一条完整的非法利益链条。

　　调查中，民警发现涉案假冒伪劣电视机的零

配件质低价廉，做工也十分粗糙，不仅给广大消费者

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也严重破坏了品牌企业的口

碑和形象。

线上线下同步打击

　　在掌握大量犯罪事实和确凿证据的基础上，专

案组针对张某团伙的点位分布、人员构成、组织架

构、运营模式，决定采取“网上+线下”的打击处理方

式，开展集中抓捕行动。

　　网上行动组在涉案网购平台运营商的配合下，

一次性查封关停17家涉案售假网店，查实已销往全

国各地的假冒伪劣电视机订单信息2.2万余条，涉案

价值总金额高达5000余万元；线下行动组分赴安徽

蚌埠、广东广州、浙江湖州等10余个省市，抓获张某

等犯罪嫌疑人12人，在位于广东的制假售假生产窝

点现场查获尚未来得及销售的假冒伪劣电视机600

余台。

　　审讯中，张某交代，该团伙生产销售的假冒伪劣

电视机成本不到售价的一半，“利润”十分丰厚。为了

保障资金流转顺畅，该团伙还冒用他人身份开设网店

和支付账户。在销售中，遇到消费者质疑或投诉时，该

团伙就会采用返现金、退换货的方式稳住消费者，而

消费者往往由于举证难或怕麻烦，最终接受“协商方

案”，致使该团伙在各大网购平台长期存在。

　　目前，张某等12名犯罪嫌疑人均已被依法采取

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侦办中。

漫画/高岳  

“品牌”电视机故障牵出家族式制假团伙
兰州公安破获一起特大生产销售假冒案

□ 本报记者  韩 宇

□ 本报通讯员 王立云 李姗姗

　　

　　为逃避巨额债务，当事人刘某某与其妹

夫合谋，伪造借款证据，通过虚假诉讼申请支

付令，致使财产“被查封”，第三方企业无法实

现债权……近日，辽宁省大连市检察机关办

理了这起全省首例虚假支付令监督案件。收

到检察建议后，法院全部采纳检察机关监督

意见，驳回了支付令申请，保护了债权企业

1000余万元的债权。

　　经查，2011年刘某某经营的某粮油公司

向银行贷款6000万元，大连某集团用房产为

该粮油公司提供抵押担保，刘某某个人为粮

油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2015年，因刘某某

经营的某粮油公司未依约向银行还款，法院

将大连某集团的抵押物依法拍卖偿还银行贷

款7000余万元。

　　为此，大连某集团向刘某某经营的某粮

油公司及刘某某提起追偿权之诉，索要代偿

款项。2018年，法院判令由刘某某承担其中

六分之一的清偿责任。2019年，刘某某为逃

避个人对大连某集团的巨额债务，在与其妹

夫万某预谋后，由万某冒用其妻子刘某的名

义向法院申请支付令，督促刘某某偿还所谓

“借款”。

　　“通过调查银行流水及凭证，我们发现

2010年10月20日，刘某某以购粮款的名义将

1000万元打到妹妹刘某的银行卡，后刘某将

该款项分两笔500万元转至刘某某控制的大

连两家公司。而刘某某仅截取了刘某向刘某

某控制企业转账500万元的转账记录，并伪造

了相应的借条、还款承诺书，造成刘某出借给

刘某某500万元的假象。”大连市沙河口区人

民检察院办案人介绍。

　　2019年，法院根据万某提交的借条、还款

承诺书、转账记录等证据材料，向刘某某发出

支付令，包括借款本金500万元及利息850万

元，共计1350万元。支付令生效后案件进入执

行程序，刘某某名下大连某处财产被查封。此

后，大连某集团也申请法院查封该财产，但因

支付令案件查封在前，该企业的查封只能排在靠后的顺位，导

致债权无法实现。

　　检察机关认为，双方当事人捏造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经恶

意串通后，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骗取法院支付令，

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企业的合法权益。现有证据足以认定

案件构成虚假诉讼，遂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撤销支付令。审

判机关审查后，完全采纳检察机关监督意见，撤销支付令并驳

回刘某的支付令申请，及时终止了本案支付令的执行，为债权

企业清除了权利障碍。

　　“支付令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督促程序中的一项重

要内容。债权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支付令，请求债权人给付金

钱、有价证券。作为非诉程序，通常审查程序较为便捷，但也正

是由于程序设置简单，且支付令生效后利害关系人救济渠道

有限，所以很容易被恶意串通型虚假诉讼当事人利用。”大连

市人民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负责人张晶说，大连市检察机关

民事和刑检部门协同履职，在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及

时启动民事监督程序，共享案件线索和主要证据，监督法院撤

销了虚假支付令，有效避免债权企业巨额损失，有力打击了虚

假诉讼行为，助力维护司法秩序和诚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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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战海峰 通讯员姚毅 近日，在重庆市公

安局经侦总队指导下，重庆市南川区警方侦破一起职务侵占

案件，3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资金260

余万元。

　　经了解，南川区某公司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实行独立核

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策略，公司全体职工带资入店、

合股经营，系典型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目前，该公司主要收入

来源靠收取门面租金，没有具体经营业务，公司日常运营由党

支部书记唐某、经理罗某、副经理张某3人具体负责。3人利用

职务便利，将如意算盘打到了集体资金上。

　　经查，2017年至2023年，该公司收到门面过渡安置费共计

91万余元。收款当日，张某便以杂支等名义将款项转至本人名

下银行账户，且未在公司入账，3人各自获利30万余元。2018

年，公司拍卖名下门面获得299.78万元，其中12.78万元以杂支

名义转账至张某个人银行账户，37.5万元以装修补偿款名义转

至罗某亲属个人银行账户，3人各自获利16.76万元。3人还将亲

属安排到公司，以吃空饷的方式侵占集体资金。2018年以来，

罗某儿子、张某儿子、唐某儿媳在公司挂名吃空饷，每人每月

按时领取工资。截至2023年，3人分别领取工资24.2万元、24.2万

元、24.1万元，共计72.5万元。

　　除了虚构开支、吃空饷等方式，3人还以购买加油卡、发放

安全奖、发放工会福利等方式共同侵占公司财产，涉案资金共

计260余万元。今年5月，3人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南川警方刑

事拘留，同年6月被依法执行逮捕。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三高管侵占公司资金260余万元

　　本报讯 记者张雪泓 通讯员黄硕 没有任何资质就敢

开公司荐股牟利，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

审理判决张某、董某犯非法经营罪，依法分别判处二人有期徒

刑3年6个月、有期徒刑1年，判处罚金120万元、12万元。

　　2020年至2023年间，张某先后创立两家信息咨询公司，未

经国家证券业务主管部门批准，招募业务员，通过拨打电话等

方式向他人推荐股票，违规收取服务费盈利。2022年4月，董某

入职涉案公司担任业务员，从事拨打电话推荐股票活动。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某违法所得为60万元，被告人董

某违法所得为10万元。

　　张某向法庭表示，公司所有人员均没有推荐股票收取咨

询服务费的资质。张某总结出几只股票后，要求员工用话术向

客户推荐股票赚取咨询服务费。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张某、董某伙同他人违反国家规

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相关业务，情

节严重，二人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依法应予惩处。法院综

合考虑后，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宣判后，二被告人不上诉，一审判决已生效。

两男子无资质向他人荐股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