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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进一步查明
了这一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运作流程
及作案手法。

据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组织严
密、分工明确。林某和龙某分别注册一
间合法公司，担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
是团伙的核心。其他骨干成员作为部
门经理，分别负责推广引流、人事培训、
财务管理和销售等。员工被分别编为
线上推广团队、电话营销团队和健康管
理中心团队，每个团队会根据人数和需
要进行分组，小组之间环环相扣，既互
相竞争，又互相配合。

整个团伙如同一套完整的流水线，
批量生产骗局。该团伙成员首先将含
有二维码、网址链接的广告投放到网络
上，进行推广引流，接着便将获取的客
户信息推送给线上推广团队。之后团
队成员便会使用虚构的“减肥达人”网

络身份，按照“话术”剧本套路客户，推
销产品。

最后，电话营销团队和健康管理中
心团队会根据线上推广团队的反馈，再
按照“话术”剧本有针对性地与客户联
系，以“营养顾问”的身份打消客户对产
品的质疑，让客户误以为是自身原因才
导致减肥效果不好，进而听从“营养顾
问”的建议，继续高价购买个性化“私人
订制”套餐。

经审查，海珠警方对林某等55名
犯罪嫌疑人依法刑事拘留。截至目前，
海珠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对其
中46名犯罪嫌疑人依法批准逮捕。

警方提醒，消费者应科学制定饮食
和锻炼方案，切勿轻信广告推销，一旦
发现上当受骗，应及时报案，并保存好
相关证据，以便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法治日报）

“日利息”=“低利率”？
警惕贷款这些套路！

“减肥套餐”吃坏身子

起底“私人订制”的瘦身骗局
“给我一份信任，还你一个无与伦比瘦瘦的你。这里有营养顾问一对一‘私人

订制’瘦身套餐，助你疏通经络、排毒降脂、极速瘦身……”兜售套餐的是一个以普

通食品和保健品冒充特效减肥产品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受骗女性近1000人，遍

及全国各地，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

近日，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海珠分局在“飓风”专项行动中，一举打掉这个企业

化运作、非法销售“减肥产品”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抓获团伙成员55人，缴获涉案

单据、手机、电脑以及伪劣产品一批。

2020年 8月底，女子小璐（化名）
向海珠警方报案称遭遇减肥诈骗：“那
些产品根本不像他们说的没副作用，能
快速减肥，我吃了两个星期，差不多天
天拉肚子、呕东西，身上没一点力气，脑
子都迟钝了……”

民警询问得知，当年8月初，小璐
经一位网友介绍，加入了一个减肥聊天
群。看着群里“姐妹”们大秀魔鬼身材，
分享使用某品牌减肥套餐的极速瘦身
经历，小璐心动了。

她加了群里一个网名为“王某”的
“减肥达人”为好友，并在对方的介绍
下，购买了价值2000多元的“闪某瘦身
茶”等减肥套餐，套餐中包括减肥代餐、
饮品以及降脂降压的中成药等。经过
几天的试用，小璐感觉效果不佳。对
此，对方的解释是，因为小璐没有对自

己的身体状况进行科学全面的评估，购
买的产品缺乏针对性。对方强烈建议
她与公司的营养顾问对接，让营养顾问
进行专业评估指导，一对一“私人订制”
适合她体质的产品套餐。

小璐因此又添加了自称某健康管
理中心营养顾问的“梁先生”为好友。
经过一番网络“问诊”，“梁顾问”告诉
小璐，其体质寒湿、体内垃圾多、脉络
堵塞、代谢缓慢，导致脂肪分解酶缺
乏，容易形成脂肪堆积，需要进行系统
调理。

在“梁顾问”的推荐下，小璐又先后
购买使用了多个不同的减肥套餐产
品。短短半个月内，她累计花费5万多
元，结果非但没有瘦成魔鬼身材，反而
造成腹痛、腹泻、呕吐、嗜睡、反应迟钝
等严重不良反应。

接到报案后，海珠警方首先对全市
范围内的同类警情进行综合分析，陆续
找到了多位有着同样遭遇的女士。这
些女士都是在一个网名为“王某”的“减
肥达人”推荐下开始接触上述减肥产
品。

同时，民警也通过相关职能部门和
专业机构，对这些“减肥产品”进行检测
鉴定，结果是这些产品大多为普通食
品，没有任何减肥功效，其中一些保健
品需要在专业指导下使用，否则将对健
康造成伤害。

对此，海珠警方迅速成立专案
组，依托智慧新警务展开全面侦查。
相关线索均指向佛山市桂城的3间公
司。这3间公司的实际注册人和经营
者分别为林某和龙某，公司业务范围
为提供健康咨询以及食品销售，并不

具备销售药品和保健品的资质。3间
公司的员工约50人左右，每间公司平
时都大门紧闭，前台人员不允许非公
司人员进入。不过，里面却不时传出
电话铃声以及推销产品、接受咨询的
通话声。

经过近3个月的缜密侦查，在掌握
确凿证据后，海珠警方专案组于2020
年12月28日果断实施收网，一举抓获
林某、龙某、王某、卜某等公司骨干以及
成员55人，缴获作案手机和电脑共130
余部、服务器3台，以及大量的诈骗“话
术”剧本。

经审讯，林某等犯罪嫌疑人相继供
述了其作案事实。团伙成员交代，他们
出售的“减肥产品”并没有减肥功效，且
由于成本低廉，非法获利能达到成本的
10倍以上。

销售公司大门紧闭 缴获大量的诈骗“话术”剧本

“我吃了两个星期，差不多天天拉肚子”

即使没有混淆App 上基
本功能与借贷功能的区别，用
户进行获取借款额度的操作，
其实也有可能损害自己的征信
记录。由于要控制借贷风险，
这些App会要求用户同意授
权查询自己的征信记录。如果
多次进行类似操作，用户个人
征信记录就会悄然发生变化。

根据央行征信中心相关提
示，如果在一段时间内，个人的
征信报告多次被查询，可能说

明信息主体向很多银行申请过
贷款或申请过信用卡但均未成
功。那么银行有理由推测该用
户财务状况不佳，还款能力堪
忧，这样的信息对后续申请其
他相关金融服务，可能会产生
不利影响。

这也就是说，用户使用
App上“快速审核、快速到账”
的借钱功能，貌似快速借钱一
时爽，但后续对征信产生的影
响可能就是因小失大。（央视）

频繁查询 导致用户征信记录受损

我们想要在各类App 上
开通借钱功能，App就会引导
用户额外提供更多个人信息。
需要注意的是，用户开通借钱
功能的过程中，哪怕没有实际
向借贷平台借钱，也有可能会
给我们自己带来风险。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用户
想要获取准确的借款额度，首
先就需要进行一系列认证，要
完成包括上传身份证、面部识
别、个人征信授权等步骤。而
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的
《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用程
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当
中要求，我们使用 App 看视
频、美化照片等基本功能时，简

单注册账号就可以，不需要在
App当中过多提供个人信息。

因此，如果日常使用App
时，出现向用户索取手机号码、
上传身份证、进行人脸识别等
信息，用户就要注意，这已经超
出了普通的App功能使用、网
络消费或浏览网页的需要，开
始触及个人信息安全。

网络安全专家裴智勇说：
“（借款前）都会以对你个人进
行信用评估的方式，将你的手
机，借用各种各样的索（要）权
（限），搜集大量的手机权限。
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我们是
以大量出卖个人信息或者出卖
自己手机上大量的隐私信息为
交换条件，来换取那么十几块
或者几十块钱的优惠。”

开通App借钱功能 上传个人信息需谨慎

记者发现，许多App在宣
传借钱功能时，会用“日利息”
的概念替代银行计息通常使用
的年化利率。有的App就使
用“1000元借1天的利息”这样
的计算方式，来模糊用户实际
借款的利率水平。

这些借贷平台给出的利率
究竟是低还是高呢？仔细计算
一下就会发现：银行年利率一
年按照 360 天计，这家宣称

“1000元用一天，最低仅需0.2
元”的网络借贷平台的利率，经
过换算，这样的年利率已经高
达7.2%左右。要知道，目前正
规银行的消费贷、信用贷等的
年利率普遍在5.22%到 5.88%
左右，在优惠期间利率还有机
会打折。

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

长田轩表示：“消费者其实可
能金融知识并不完全具备，一
些宣传，一些包装，给你个错
觉说，这个利息好像其实并没
有多少钱，一天可能也就花两
三块钱，三四块钱。但其实如
果我们用金融的（知识），尝试
把它年化（利率计算出来）的
话，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所以可能会，第一诱导这些年
轻人超前消费，不太切实际地
超前消费，第二可能会让他们
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比如连
续贷款、以贷养贷的一些情
况。”

专家建议，如果用户确实
需要使用这些App的借钱功
能，也要在借钱的时候，事先算
清楚实际的年化利率水平，衡
量自身的还款能力。

模糊利率计算方式“低利率”宣传夸大其词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2021年第3号公告，针对从事贷款
业务的机构范围、贷款产品在营销中利率的表述方式等做出了
具体规范。央行出台这个公告主要有哪些考虑？目前具体存在
哪些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