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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除了租赁风险，“京牌
交易”的背后还有着重重隐患。

今年9月，东城区检察院检察官
刘迎迎侦办了一起涉及京牌的刑事
诈骗案。被告人徐某对外谎称自己
能通过“关系”帮他人获取京牌、京
户甚至找工作，明码标价，甚至伪造
国家机关公文，一年时间诈骗金额
高达300万元。

刘迎迎介绍称，19名受害人中，
有12人是因购买京牌被骗，其中有
人一次性为亲朋购买6个京牌，被骗
42万余元。

让刘迎迎感到意外的是，在回
访时，多数受害者都不愿详谈自己
的受骗经历，“他们知道京牌交易是
违法行为，但是都抱着侥幸心理。”

无独有偶，今年10月，一起通
过假结婚过户京牌产生的民事纠纷
在朝阳区人民法院宣判。据审判长
陈扬介绍，这是一起典型的“结婚过
户”引起的纠纷案例。

原告蒋某与被告王某原本不相
识，因为要将手中的京牌过户给对
方，两人去年5月登记结婚。陈扬法
官称，双方均是再婚，结婚草率，婚

后也未共同生活。案件审理时，被
告王某坦言，双方结婚的目的就是
转让购车指标，双方谈好婚后女方
给男方转让购车指标，登记结婚后
不久，女方提出涨价，两人没谈妥，
部分指标没成功过户。

之后，原告蒋某就起诉离婚。
陈扬法官称，据原告蒋某陈述，她的
客车指标来自于其背后老板，她利
用自己的身份和别人办理结婚过
户，以此换取报酬。由于近期进京
证政策的实施，老板觉得“亏了”，就
坐地起价，让她起诉离婚。

陈扬法官称，类似案例时有发
生，这两年数量也高于往年，但多是
调解解决。她提醒说，虽然是假结
婚，但在民政局登记后，双方婚姻关
系是存在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
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都有可能在
离婚时被对方处分。

陈扬法官表示，按照法律规定，
车牌因供生活使用，不能用于牟利
活动，包括租赁买卖等。针对结婚
过户这种行为，有关部门有权对当
事人实施行政处罚。（文中小陈、刘
亮、刘丽均为化名） （新京）

““最严限行令最严限行令””下的通勤路下的通勤路————

为儿子买京牌为儿子买京牌，，6060岁母亲假结婚岁母亲假结婚

11月1日，北京“最严限行令”实施后，通勤全
靠自己那辆“皖”字车牌轿车的小陈，不得不考虑
“变道”。

为了管控外埠车本地化的长期使用，新政规定
了84天的进京限制，这意味着北京百万辆外埠车，
每年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时间能在京正常行驶。

这些外地车主中，不少是小陈这样的上班族。
据他描述，上个月以来，他身边的车主有人把车转
卖，有人抱团取暖互相搭乘，还有人把目光投向黑
市里的“京牌交易”。

为了正常通勤，小陈决定通过“假结婚”买一张
车牌，“伦理上，钱财上都很难承受，但是没有办法。”

进京一年后，小陈买了车，由于
没有摇号资格，只好上了个老家的
车牌。

家离公司十几公里，外地车牌
早晚高峰城区限行，小陈只好每天
早早赶去公司，入夜时再开车回家，
这种做法在外地车的圈子里很常
见，“就像是开黑车，天没亮就走，天
黑了再回，见不着白天的。”几年下
来，除了按时去办理进京证外，他觉
得还算顺当。

去年6月开始，小陈有了顾虑。
2018年6月15日，北京市交通

委员会、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北京市
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发布《关于
对部分载客汽车采取交通管理措施
的通告》，加强对外地牌照客车的进
京管理。通告提到，今年11月1日
开始，外地车办理进京证将限制到
每年12次，每次期限7天。

也就是说，政策实施后，外地车
一年进京的天数只有84天，约四分

之三的时间都被限行。经营一家贸
易公司的小陈对开车有很强的依
赖，不仅仅是“来京办事”这么简单。

消息在圈子里传开。他身边开
外地车的朋友有人把车卖了，改乘
地铁公交，还有人打听租牌的消息。

新政如约而至。到了今年11
月，他发现身边开外地车的人少了，
小区里有些外地车一停好几天，都
蒙了一层灰。

住在燕郊的刘亮平时开着一辆
河北车去北京上班，他告诉记者，小
区有十分之一的车是外地车牌，大
多是往来京郊的通勤车。新政实施
后，外地车主们组织了聊天群，开始
商量对策。“都是普通的上班族，买
京牌有风险，价格也难以承受，只能
自寻出路。”

群里有人建议，每辆车一年能
开84天，三四辆车轮着开就能满足
需求，可以互相搭个顺风车。

买牌： “钻个法律的空子”

11月底，小陈干脆把车子开回
了老家。“没办法了，想在北京正常
开车，只能搞一张京牌了。”

由于新政按年计算次数，外地
车还能正常开到年底。然而，这也
就意味着，像小陈这样的“刚需”者
要在年底前解决用车问题。

跟家人商量后，他决定买车
牌。他在网上看到很多有同样困惑
的网友，交流几天后觉得，最便捷的
还是“结婚过户”。加了几个京牌交
流群后，很快中介就找过来，“假结
婚，一二十天过户车牌，十五六万的
价格，行情基本都是这样。”

30岁出头的小陈眼看要操办婚
事，他若想获得京牌，就要付出有一
次婚史的代价。

“家人比较传统，担心我还没结
婚就变二婚了，影响找对象。”纠结
时，中介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你父
母来办。”一番思想斗争后，小陈60
岁的母亲“主动请缨”。“都是为了
我，没办法的办法。”

中介推荐了一位50多岁的男

标主，小陈揣着顾虑，带着中介和男
标主回了老家。“当天就在我们那的
民政局办了结婚证，几天后，我们就
去北京车管所了。”小陈告诉记者，
去车管所变更时，中介也跟着一起，
工作人员果真没有“故意刁难”，直
接就办手续了。出了车管所大门，
他就把尾款转给了中介。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人欲通过
“结婚过户”购买京牌。多名中介告
诉记者，自北京实施外地车限行政
策开始，市场上就出现了此类“京牌
交易”，近年来，京牌在黑市里的价
格也随着政策收紧而不断上涨，“5
年来至少翻了一倍。”

咨询时，几乎每个京牌中介都
能拿出几十本转让合同，电话忙个
不停。近日，记者在一家车管所看
到，门口办理车牌变更的队伍排出
几十米，很多都是办理“结婚过户”
的车主，中介陪在一旁。

一名中介坦言，假结婚是市场
上的通行手段，“京牌是刚需，男女
老少都有办的，钻个法律空子。”

摇号： 中签就像“买彩票”一样

“京牌交易”的背后，是很多人
对小客车指标求而不得的无奈。

北京交通委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6月，北京市机动车的保有
量621万辆（其中小客车519万辆），
外地牌汽车约100万辆。

在京工作的刘丽2012年成为
一名外地车主。由于没有京牌，就
上了天津牌照。多年来，她和老公
两人一起参加摇号，眼看着摇号从
一个月一次缩减成两个月一次，比
例从百比一涨到了千比一，即使摇
号概率涨到了5倍，却依然没能摇
中。“我们也习惯了，身边很多人摇
了七八年都没中，大家都开玩笑说
摇号就跟买彩票一样。”

北京实行外地车办理进京证的
政策后，刘丽就得每周前往白庙检
查站办证。“每周五晚上去，站里乌
泱泱都是外地车，要排两个小时的
队。时间久了，队伍里还出现一些
黄牛，专门收费替人排队。”刘丽每

次都选择夜里12点赶过去，这样进
京证期限就能往后顺延一天，自己
也能多开一天。

提起外地车的不便，刘丽也深
有体会。“有时候忘记办证，或者证
过期了，又赶上急事儿，就只能硬着
头皮上路。”

无奈之下，刘丽去年租了个京
牌。“一年租金一万，还要时刻担心
别出车祸，生怕跟标主承担连带责
任，搞不好就吃官司。”朋友的遭遇
加剧了她对租牌的担忧，“朋友花7
万租了个京牌，协议使用20年，去
年她想退租，却联系不上标主了。
退不掉也带不走，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

东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刘迎迎告
诉记者，因京牌租赁产生的纠纷案
早有先例，“标主和车牌使用者双方
都要承担连带责任，一旦发生重大
事故，租赁者会面临不必要的损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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