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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直播钓鱼时被女友发现，家人偿还全部欠款

答 问收征 姨妈擅自变更承租权人，其行为合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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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求助：
夏女士的外婆承租的公房遇征收。被征

收房屋中还有姨妈赵某、表妹张某的户籍，且
姨妈是现在的承租权人。在商议分割征收利
益时，姨妈只愿把征收款的三分之一分给夏
女士。

上世纪  年代，夏女士的外婆在上海承
租了一间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面积为
  . 平方米。外婆有两个女儿，长女即夏母，
次女即赵某。    年 月和    年 月，赵家
姐妹二人相继结婚。    年夏母离婚后，将自
己与夏女士的户口迁回系争房屋。赵某婚后
将户口迁入其夫家并搬至夫家居住。

    年，赵某夫家的私房拆迁，该户选择
货币补偿，赵某、张某均是被安置人员。    
年3月，赵某、张某将户籍迁回系争房屋。

    年，夏女士的外婆和母亲先后病逝，
夏女士一人住在系争房屋直至房屋征收。同
年，赵某擅自将系争房屋的承租权人变更为她

自己。
    年 月，系争房屋被征收，该户拟获

得征收安置补偿款项共计   余万元，赵某作
为承租人与征收方签订了《征收补偿安置协
议》。在协商征收款分配时，赵某的意见非常
明确，只愿给夏女士征收款的三分之一。
律师帮忙：
夏女士为此找到我们咨询。据其讲，系

争房屋在其外婆和母亲去世后，一直由她一

人居住。赵某家的私房曾动迁过，我们认为：

首先，张某虽然户籍在册，但其最后一次户籍

迁入后，并未在系争房屋居住过，且赵某家的

私房曾经被动迁，虽然一般来说私房动迁适

用的是“产权平移”的原则，不视为其曾经享

受过拆迁安置，但倘若张某根本不是被拆迁

私房的产权人，但却是该私房拆迁的被安置

人，那么张某也应该不能再次被认定为系争

房屋的共同居住人；其次，赵某是系争房屋

的承租权人，但据夏女士反映，在办理系争

房屋承租权人变更时，赵某并未征得夏女士

一家的同意，其变更承租权人存在违法之

处。另外，赵某的户口最后一次迁入后，也

未在系争房屋居住过。鉴于以上原因，赵某

应适当少分。

后夏女士委托我们代理起诉维权，起诉

要求依法分割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我们

接案后进行了紧锣密鼓的调查取证工作，发

现了以下事实：其一，2001年，赵某夫家的私

房被动迁，赵某、张某均不是该私房的产权

人，动迁时，赵某、张某作为被安置人予以安

置。其二，2015年，赵某到物业公司办理了系

争房屋的承租权人变更手续，在办理该手续

时，并没有征得夏女士的同意。

我们律师团队搜集到能够证明上述问题

的关键证据后，代理夏女士依法提起诉讼。

法院经审理认为：夏女士长期在系争房屋中

实际居住，且户籍在册，他处无房，具备同住

人资格。张某没有在系争房屋居住过，且已

享受过拆迁安置，不能被认定为共同居住

人。赵某虽是系争房屋的同住人，但其曾经

享受过拆迁安置，且户口迁入后未在系争房

屋居住过。最终法院综合考虑系争房屋的来

源、当事人户籍在册的情况、实际居住等情

况，判决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由夏女士分

得320万余元，赵某分得160万余元。案件以

夏女士的胜诉而告终。

本报讯（记者 解敏）近日，崇明庙镇的

袁大妈接到一个自称是保险公司工作人员

的电话，对方说袁大妈有一笔8万元三年期

的保险即将到期，需要她按照他们发的网址

填写个人信息赎回保金。

袁大妈不记得有过这么一笔保险，在电

话里表示了怀疑。对方则称，可能是在网上

不小心点到广告后申请办理的，现在时间长

忘记了，但只要按照网址上的要求填写完整

信息，就可以拿回8万元的本金和利息。因

为不会在手机上操作，袁大妈找来大学生邻

居小谭帮忙填写信息。“警察同志，我邻居遇

到电信诈骗了，你们快过来帮她一起看一

下！”小谭听到袁大妈讲的内容和经常接受

的反诈知识如出一辙，第一时间替大妈打了

报警求助电话。崇明公安分局庙镇派出所

民警让小谭劝阻邻居，不要有任何转账行

为，他们马上赶到。小谭没闲着，她接过袁

大妈的手机，有意询问对方是哪家保险公

司、袁大妈何时投的什么险种、受益人都有

些谁等细节问题，对方在小谭仔细盘问下渐

失耐心，开始暴躁起来。见骗子露出马脚，

小谭转向袁大妈说：“他真的是骗子，不要相

信他，你登上那个网站他就要骗你钱了。”骗

子最后匆忙挂断电话。民警赶到再回拨这

个电话号码时已经无人接听。

民警告知袁大妈，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

保险客服的电信诈骗。“诈骗分子以退保或

者其他缘由要求受害人填写个人信息，一旦

点进他们提供的网址，就意味着一步步上当

受骗，受害人往往会损失惨重。”最后，民警

提醒大妈，再遇到此类情况，务必先向派出

所打电话询问，再作判断。

本报讯（通讯员 蒋芸芬 记者 孙云）

“过几天就回去陪你，这段时间签了几百万合

同，忙死了，要陪他们钓鱼……”男友自称找

到了销售的新工作，每天签价值几百万元的

合同、每单提成5万至10万元，却总是以各

种理由向女友借钱。更离谱的是，女友发

现男友编造的各种理由有漏洞后，竟然还

被对方拉黑了！面对这样的情况，怎么

办？女青年谭艳果断报警，化名王翔的男

友任强经松江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被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三

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2021年3月，谭艳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

子。男子自称王翔，做生意失败后做起了网

约车司机，名下有两辆车。二人见过几次面

后确定了恋爱关系。起初，王翔说自己跑网

约车时被人骗了几万元，生活无着落，心软的

谭艳就给了王翔2000元应急。

交往一段时间后，王翔说自己找到了一

份高收入的销售工作，却依旧向谭艳“哭

穷”。2021年8月至2021年年底，王翔多次以

要交房租、外甥生日要给外甥包红包、谈合同

要请客户吃饭等理由，向谭艳借款，共计6万

余元。谭艳觉得二人是以结婚为目的交往，

且王翔名下还有两辆车，应该能还得起钱，就

爽快地借给了他。然而，拿到钱的王翔突然

不告而别，离开了上海。

2022年年初，谭艳暂时没有了收入，身上

实在没有钱，便联系王翔请他多少还自己一

些，王翔便还了谭艳600元。此后她多次向王

翔讨要欠款，王翔总以各种理由拖延。就在

此时，谭艳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王翔的账

号，发现他经常在短视频平台直播自己的钓

鱼过程，并有一定的人气。更奇怪的是，评论

区中朋友们对他的称呼各不相同，有人叫他

“王哥”，也有人叫他“刘哥”。谭艳这才意识

到，自己也许是被骗了，连他的真名都不知

道。谭艳随即要求王翔告知自己真名，并将

身份证发给她作为证明，王翔却百般推脱，说

自己身份证丢了。“丢了身份证连自己名字都

忘了吗？”面对谭艳的追问，王翔不再答复，直

接将谭艳拉黑。

2022年年底，实在无法讨回欠款的谭艳

决定报警。2023年年初，已回老家生活的所

谓王翔被传唤至派出所配合调查。经查，谭

艳的怀疑没有错，“王翔”确实是假名，与她交

往的人其实叫任强。

讯问时，任强承认自己确实多次虚构理

由向谭艳借钱，借来的钱除了少部分用于生

活开销和还债外，多数被自己用于钓鱼。由

于沉迷钓鱼，任强根本没有去找工作，且那两

辆车也是其弟弟借给任强开的。

任强长期没有固定工作，没有还款能

力。立案后，任强的家人向谭艳偿还了全部

欠款，获得了谭艳的谅解。但是，任强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自己具有还款能力，编

造陪客户吃饭等理由，向他人索取6万余元，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日前，松江区检察院

依法以诈骗罪对任强提起公诉，法院作出上

述判决。（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口红，是无数女生的心头挚爱。但近

期，倒霉的喻先生就摊上事了，花了近60万

元买了5000多支号称韩国采购的大牌口

红，回来一鉴定，全是假货。

韩国免税店采买，放心？
2021年12月，喻先生准备在某平台做

口红销售的生意，刷抖音时认识了博主於

某，於某称自己在韩国留学，闲暇时间做做

免税店的代购。喻先生了解到他可以给自

己提供稳定的长期货源，加之代购价格低于

其他同行，便决定从於某这里进货。

12月底，喻先生下了第一笔订单，向对

方采购2000多支各个品牌的口红，要求口

红必须正品且生产日期在半年以内，於某保

证10个工作日左右到货，喻先生随即转账

28万余元给对方。

货不对板？张某又是谁？
时间过去了许久，第一批口红毫无踪

影，喻先生不断催促对方，这时，於某将张某

介绍给他，称张某是口红的采买人员，发货

可以详细问他。再三催促下，张某发来了一

张由韩国发往中国香港的提货单与采购单。

2022年3月6日，喻先生接到香港货仓

的通知，称第一批口红已到货。因急于售

卖，他紧接着又联系了张某，说要再采购

3000支，并转账15.6万元定金。

鉴定结果让他吓一跳
2022年4月底，仓库收到了第二批口

红，经核对检查，这批口红包装及保质期都

符合要求，于是喻先生将剩余的15.6万元再

次转账。

随后，喻先生将收到的口红拿去鉴定，

一鉴定吓一跳，购买的口红竟全部是假货！

此时他才发现，一切都是骗局。

张某称，自己只是中间传话人。一开

始，并不知道於某卖假货，只以为化妆品利

润空间较大，后来发觉越来越不对劲，于是

将自己知道的事情经过写了一份情况说明

发给了喻先生，让其报警。本报记者 解敏

检察官提醒

代购有风险，转账需谨慎，尤其是订购大
批货源时，不要被低价所诱惑，需记住任何价
格与实价差距大的商品均很可疑，不是商品
质量有问题，就是诈骗。

贪便宜轻信骗子“欧巴”
近  万元买    多支假口红

“保险到期”骗局被识破
骗子当场咆哮甩电话

本报讯（通讯员 陈勇 记

者 孙云）“你们不赔钱就放到

网上曝光你们！”7月的一个上

午，入住徐汇某民宿的李某打

电话给店主虞先生“讨要说

法”，称自己在房间发现了一个

小型摄像头，担心个人隐私被

曝光，便拨打了110报警。田林

新村派出所接到报警后，随即

将双方带回派出所进行询问。

李某对民警称，他是前一

晚和女友一起入住的，次日起

床后发现房间的花盆里闪着红

点，藏有一个摄像头，因此要求

民宿店主补偿损失。店主虞先

生则表示，每次客人离店后，工

作人员都会对房间彻底清洁整

理，从未发现有任何可疑设

备。对于虞先生的解释，李某

表示无法接受，坚持索要2000元赔偿并退还住

宿费用。民警检查发现，这个约3厘米、黑色外

观的摄像头在查获时并未接通电源，内部也没

有存储卡，且李某在与虞先生争论过程中并不

关注追查可能被曝光的隐私内容，而是不断索

要赔偿金，行为可疑。民警随后查询相关记录

发现，就在前一天，李某也在嘉定区某民宿内报

警称有摄像头及被偷拍，他还曾于事发前网购

过两个同款摄像头。在诸多证据面前，李某最

终无法自圆其说，承认了犯罪事实。

据李某供述，为了不劳而获，他特地买了摄

像头，在民宿住一晚后，将摄像头放在正对床头

的壁架花盆里，然后报警，以达到勒索店家的目

的。为增加可信度，他还特地编造和女友一起入

住的谎言。同时，李某承认前一天曾在嘉定区以

同样手法向一家民宿成功勒索了1800元。目

前，嫌疑人李某已被徐汇警方依法刑拘，案件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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