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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天茅台酒一向受到爱酒人士
的青睐，价格不菲，甚至到了有价无
市的地步。 一日，陈某在烟酒店和老
板闲聊时，老板称现在真的茅台酒很
难买到， 假茅台则做得越来越逼真，
难以辨别。

陈某听后动起了用假茅台换真
茅台的念头。 他用低价在网购了几瓶
假茅台酒作为道具，接着通过二手买
卖平台“转转 APP”查询是否有人出
售二手茅台酒，接着假意和出售方即
被害人联系，谎称想要高价购买茅台
酒，并约好了交易地点。

随后，陈某带着自己的假茅台酒
开车来到约定地点和被害人见面，并
让被害人坐在汽车后排座位开始商
谈售酒事宜，在商谈价钱时，陈某佯
装查看被害人欲出售的茅台酒，将酒

拿到汽车前排驾驶位仔细查看真伪，
并假意攀谈分散被害人的注意力，趁
被害人一不留神，陈某就迅速用事先
放在脚边的假茅台酒替换了手中的
真茅台酒，然后，陈某又以价钱不满
意、货品无法辨别真伪等理由称不想
买了，将手中已被掉包的假茅台酒归
还被害人，并驱车迅速离开。

等到被害人发现手中的茅台酒
已被掉包时，陈某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了。 陈某通过这种手段前后在无锡、
苏州、上海等地作案 6 起，涉案金额
共计 16000 余元。

庭审中，陈某自愿认罪，其家属
代其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被害人
对陈某表示谅解。 法院予以从轻处
罚，以盗窃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六个
月，并处罚金四千元。

本报讯（晚报记者 念楼）“如
果投资的话不仅能拿到相应价值
的酒，还能每周获 375 元返利，每
介绍一个新人，能拿 3000 元的奖
励……” 这样的投资返利听起来
十分诱人……近日， 梁溪区法院
判决了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 打着投资白酒幌子吸收公众
存款的被告人获刑。

市民杨女士从朋友那里听到
一个投资酒业订单的保本赚钱
法，不仅有钱赚，还有酒喝。 于是
杨女士在朋友带领下参观了门
店， 当时只见仓库和展柜里放满
了酒。 店内负责人周某介绍，他
们的消费模式是投资一单价值
1.5 万元，实际支付 1.2 万元。 支
付后拿价值 1.5 万元的白酒，然
后每周每单返利 375 元， 一直返
到 2.4 万元为止。 如果不拿酒的
话，就是买 10 单送 1 单。

照这样的返利速度， 岂不是
一年多钱就能翻一番？ 杨女士听
了， 担心这么容易的赚钱办法可
能是骗人的。 杨女士父母得知
后， 立即买了一单。 看着父母银
行卡上每周如约到账的钱款，杨
女士仿佛吃了定心丸。 几个月
后，她一口气投资了 30 单，按约
定， 公司承诺返利的钱每周都打
到杨女士的卡上。 又过了几个
月， 杨女士越发大胆， 又陆续投
资了 40 单。

杨女士总共投资 84 万元，可
就在她收到 53 万余元返利后，每

周应该打到银行卡上的钱款突然
停止了。 杨女士打听得知该酒业
的总公司资金链断裂， 老板已跑
路， 急忙找门店负责人周某讨要
剩余钱款。 但周某说钱都是打到
总公司账上的，分公司没钱支付，
之后周某也不见了踪影。 杨女士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报警。

不久周某被抓获。 周某今年
41 岁， 他交代是听人介绍公司的
运作模式后在无锡开设了分公司。
总公司的投资模式是“一分钱，三
分货”，客户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投
资一单 1.5 万元获得 4.5 万元的
酒，另一种就是杨女士选择的投资
模式，一般客户都青睐后者。 在客
户下单后，会与对方签订《商品订
单协议书》。 周某说自己也投资了
不少钱，到案发时钱都没讨回来。

法院审理查明，周某与公司负
责人（另案处理）合谋后，在无锡
地区以销售白酒为名， 由周某负
责介绍投资模式、签订协议书、收
款等，采用口口相传、召开推介酒
会等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公开
宣传， 并以高额返利为诱饵的方
法，向 20 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
计 700 余万元。 法院认为周某伙
同他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扰乱
金融秩序，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
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且系共
同犯罪。因在共同犯罪中，周某起
次要作用，是从犯，应从轻、减轻
处罚，判处周某有期徒刑 2 年，罚
金 8 万元。

本报讯 宜兴两名药店老板在明知
药品有假的情况下，公然出售假药获利，
后被警方查获。近日，宜兴法院审结了两
起销售假药罪案， 涉案的两家药店及其
负责人均受到法律的惩处。

2017 年至 2018 年 5 月，徐舍某药店
店主薛某通过微信及淘宝购买没有正规
包装、 也没有国药准字号的假药用于出
售，销售合计得款 2530 元，警方在该药
店内查获相关药品；2017 年 9 月至 11
月， 周铁某药店店主杭某通过微信渠道
寻找到卖家，并购买没有正规包装，也没

有国药准字号的假药， 四次销售假药合
计 1470 元。 据了解，涉案的两家药店都
是有资质的正规药店， 按规定只能从医
药公司进货， 但两家药店的店主铤而走
险，干起了“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

宜兴法院审理认为，两被告药店明知
是假药仍予以销售，两被告人作为药店的
直接负责人，均已构成销售假药罪，应予
惩处。 最终，两家药店均被判处罚金一万
元，被告人杭某被判处拘役两个月，并处
罚金八千元， 被告人薛某被判处拘役两
个月十五天，并处罚金八千元。（何小兵）

投资买酒能获高额返利？
遇到“天上掉馅饼”请保持警惕

以假换真获利颇丰 掉包窃贼难逃法网

司法实践中， 盗窃罪和诈骗罪
因行为方式、手法、主观故意等方面
的相似而较易混淆。

盗窃罪和诈骗罪均具有“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在具体

表现形式上， 盗窃罪表现为秘密窃
取， 诈骗罪则表现为通过欺骗的手
法骗取。 具体而言，认定诈骗罪通
常还需要满足“被害人基于被告人
的欺骗行为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被害人基于错误的认识处分了财
产”等条件。而在该案中，陈某趁被
害人不备，用假茅台酒换走了真茅
台酒，其犯罪的手法虽具有一定欺
骗性，但被害人并未因为陈某的行

为而产生错误认识后处分了财产，
即被害人并未将自己的真茅台酒
交给陈某处置的意思。 陈某的犯罪
目的得以实现的关键在于趁被害
人不备进行掉包，是秘密而为的一
种窃取行为；而非通过欺骗让被害
人主动将真茅台酒交给自己处置。
所以，该案中，陈某通过假茅台酒
调换被害人的真茅台酒来谋利，依
法构成盗窃罪。

本报讯 近日，在江阴青阳镇圣杨路
某体育用品加工厂打工的裘某， 来到该
镇综合执法局反映企业拖欠其工资问
题。 经查， 发现裘某在该企业打工期间
竟未满 16 周岁，属童工。

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坚决打
击非法用工、 欠薪等违法行为， 当地镇
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会同镇政务中心人
社科工作人员快速出击， 来到涉事企业
现场检查， 第一时间取证掌握当事人考
勤打卡记录、 工资结算登记等资料，迅

速锁定当事人使用童工的直接证据。
次日， 当事人即向裘某及其他员工

支付了拖欠的工资及加班费用 1 万余
元。 镇综合执法局责令当事人依法清退
童工裘某，并将裘某交给其监护人。

当事人使用童工的行为违反了《劳
动法》《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法律法规，
青阳镇综合执法局严格依照行政处罚程
序，在当事人明确表示不陈述、不申辩、
不听证的情况下， 于近日对当事人实施
了行政处罚。 （宋超）

员工投诉遭欠薪 一查其竟是童工

网购假药销售获利
两名药店老板吃官司

主审法官：林琳 锡山区法院刑庭

法官点评 用掉包手法以假换真，构成盗窃犯罪

（唐立群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