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给别人1万元，对方不还怎
么办？68岁的兰女士为这事已经发
愁了好久。2个月前，她偶然在网上
看到一篇文章，有公司自称“专业法
务团队”，能帮别人追讨欠款。兰女
士抱着试试的心态联系了对方，没
想到之后的经历堪称灾难。

“我司主营全国范围法律咨询，
线上立案，民事诉讼处理。”接待兰
女士的工作人员周某，自称是一家
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听了兰
女士对于事情的描述，周某声称，追
欠款的事公司可以办，兰女士只要
交800元的定金，公司就会把案子
提交到“办案中心”进行处理。

周某的微信名用了“全国律师
平台”的称呼，跟兰女士沟通时又声
称可以联系律师。兰女士误以为这
800元是请律师打官司的费用，于
是就交了钱，还签了合同。可她没
注意到，对方提供的合同上写着，服
务的内容仅限于“帮助进行非诉讼

调解，出具催款函”，跟打官司没有
关系。

之后，兰女士每天都满怀期待，
可她等来的并不是追回欠款的消
息，而是周某发来的另一笔交费通
知。周某称，兰女士提交的证据已
经被法院所采纳，现在需要对欠款
人的财产进行冻结，兰女士需要为
此交纳 3000 多元的“财产保全
费”。又过了半个多月，周某称法院
又查到了对方的一笔财产线索，要
求兰女士再交纳一笔3000多元的

“财产冻结费”。
等兰女士交了钱，她才越发觉

得不对劲，欠款纠纷总共才1万元，
现在自己为这件事已经花出去了
7000元，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她
把这件事告诉了女儿，女儿一听就
觉得遇到了骗子，要求对方退款。
可周某以公司已经为兰女士提供了
服务为由拒绝退款，双方争执不下，
最后周某甚至拉黑了兰女士。

事实上，关于“法律咨询公司”
或“法务公司”违规承揽业务的问
题，多地政府部门和律师协会都曾
发过“警示通知”。其中提到，“法律
咨询公司”或“法务公司”仅能提供
法律咨询服务，不能“代打官司”或

“代找律师”，能够从事诉讼业务的
只有律师事务所。但市面上，通过

“代维权”“代打官司”等各种名义冒
充律所忽悠当事人的公司依然有不
少。

至于周某提到的财产保全，法律
上确实有这个概念，指的是人民法院
依法对诉讼标的物或与本案有关的
财物采取强制性措施，比如“查封、冻
结”财产等，而当事人申请财产保全
确实需要交纳财产保全费。但根据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中的计算方法，
即使兰女士向法院申请对1万元进
行财产保全，需要交纳的财产保全费
也仅为120元，根本不是对方声称的
3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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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法律咨询
公司，抓住的就是消费者不懂法又想
维权的心理，在打擦边球。”北京诵盈
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阿致刚律师表示，
如果法律咨询公司只是收取咨询费，
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或者帮助当事人
写起诉状，从法律上讲并没有什么问
题。“但这些公司往往会夸大宣传，并
且冒用律师事务所的名义开展诉讼
业务，这是明显违规的。法律咨询公
司是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的，不能开
展或委托律师开展诉讼业务。他们
也不受司法局的监管，对于律师的一
些规定和要求，比如不能承诺一定胜
诉等，根本就管不到这些公司，这也
导致了关于法律咨询公司的各种乱
象。”

阿致刚介绍，消费者想要维权，
除了起诉之外，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还可以通过协商和解、请求调
解、向有关部门投诉、仲裁的方式解
决争议。其中，仲裁的费用普遍较
贵，有时这会成为无良机构的“挡箭
牌”。“如果合同上的争议解决明确约
定了‘提请某某仲裁委员会，按照仲
裁规则进行仲裁’，当事人只能向该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是无法再向法
院提起诉讼的。”阿致刚介绍，有些机
构故意在合同中如此约定，就是为了
在出现争议时增加消费者的维权成
本。比如，兰女士和对方签订的法律
服务协议中就约定，当出现争议时，
要向深圳的一家仲裁委员会提起仲
裁。这家仲裁委员会的仲裁收费，最
低都要8000多元。

阿致刚建议，消费者在签订合同
时一定要仔细查看，对于可能造成自
己维权不利的条款，应及时质疑并指
出。在消费者不知该如何维权时，最
简单的办法是拨打12348法律援助
热线寻求建议。如果确定要通过诉
讼手段来解决争议，消费者也应该自
行寻找律师事务所，而不要轻信所谓
的“法律咨询公司”。在当地司法局
的网站上，可以查到所有的律师事务
所信息，消费者可以自行比对并咨
询。 （北京晚报）

记者调查发现，相比于大张旗
鼓地打广告，这些号称能“代维权”

“代起诉”的公司更喜欢躲在暗地
里，伺机寻找“合适”的受害者实施
二次诈骗。

“我报了个培训班，被坑了
4000 元钱，有没有人知道该怎么
办？”记者发出求助帖，评论区引来
大批“代维权人士”。“我帮你，我是
专业退费的律师机构”“给我留言，
我 们 给 你 提 供 一 对 一 维 权 方
案”……各种“关心”和“建议”层出
不穷。

记者以自己遭遇无良机构需要
维权为由，给其中一人发送了私信。
对方自称是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张
口就要600元手续费，称交了费之后
才能对接“法务”，但记者坚持“先对
接再交费”。眼见记者不肯交钱，对
方最终建了个聊天群，拉了一个名字
叫作“法律咨询”的人进来。

随后，记者问这名“法律咨询”
是什么身份，对方的口径突然变了：

“我们不是律师事务所，只是接收你
们的退款单帮忙退款。”记者又询问
对方是什么机构，有没有合同，对方
发来了一张合同照片，但不是什么
法律咨询服务合同，而是“游戏退费
合作协议书”。在这项协议中，对方
公司是甲方，负责“提供游戏服务”，
而记者是乙方，是“游戏玩家”。离
谱的是，整篇合同居然说的是游戏
公司如何给玩家退费，根本就不涉
及帮记者去维权的任何字眼，行文
之粗糙也让人不忍直视，甚至连“反
馈”都写成了“返馈”。

这份协议让记者看得一头雾
水，再三向对方确认，你们就是协议
里甲方的这家公司吗？咱们要签的
是“游戏退费协议”？对方均回应

“是的”，还称“所有合同都是这么签
的”。

骗人的戏码如此不专业，着实
让人震惊。但再不专业，对方至少
也拿出了一份合同。记者咨询的另
外几个“代维权”人士，他们甚至都

撑不过“自报家门”这关。当记者追
问对方是什么身份时，有人就不再
回复了，甚至还有人莫名其妙地发
了火，称“只对已追回退款的客户才
提供证件和公司信息”“再问这个不
回复”。

除了在受害人的评论区里留言
“钓鱼”，还有公司会把自己伪装为
维权成功的人，发帖“分享”自己的
维权经验。而他们使用的文案和图
片基本雷同，最终都会将你指向某
某机构，称他们能帮你维权。

记者与一家代维权机构的交涉
经历和兰女士碰到的情况极为相
似。对方称自己是律师事务所，只
要记者付一笔定金，就可以帮忙请
律师打官司。但对方拿出的合同只
是“法律咨询合同”，服务内容也仅
限于“就维权事宜全程提供咨询，出
具专业的咨询意见”，根本就不是用
来请律师打官司的“委托代理合
同”。一旦支付定金，后续恐怕也会
遭遇对方各种名目的“二次收费”。

签合同要看清条款
别拿仲裁当“挡箭牌”

近日，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发布消
费提示，警惕代诉陷阱，避免“维权反被坑”。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有不少号称能代维权、代
投诉的公司潜伏在社交平台，专门坑骗有维
权需求的人，给受害人带来“二次伤害”。消
费者在维权时，一定要寻找正规渠道，不要轻
信广告或留言。

帮你维权的“好心人”
可能是骗子

小心被“代维权”
带入陷阱

1万元的民事纠纷“法务费”付了7000元

骗子藏身社交平台 伺机寻找“猎物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