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悦宝园”“梓音艺术”“凯瑞宝贝”

⋯⋯今年以来，多家教育培训机构相继
“消失”跑路，课程无人接手，家长损失

惨重，维权时又遭遇“踢皮球”，苦不堪
言。日前，本报和其他媒体揭露了密集

“关门潮”背后的真相：有幕后操盘手故
意收购经营困难的教育机构，从中榨取

门店剩余价值，同时恶意大肆销售课

程，骗取款项后甩手跑路。
“套路跑”岂可肆意妄为，逍遥法

外！今天上午，上海市公安局新闻发
言人办公室朱亮警官透露，上海警方

破获了全市首起教育机构恶意圈钱
“套路跑”式合同诈骗案，一举抓获犯

罪嫌疑人 6名。

十余家机构遭毒手
开设在浦东新区齐恒路上的“名藤

成长中心”是一家以教授舞蹈、美术为

主营项目的早教托育机构。今年 6月，
由于经营不善，原股东陈先生萌生了转

让门店的想法。
不久后，一名“神秘来客”许某主动

找上门来：他自称拥有强大资方背景，

能够快速进行资源整合，帮助门店做
成教育综合体并上市。陈先生动了心，

很快便与许某谈妥条件，并签订了门
店转让协议。协议中这样约定：陈先生

将“名藤成长中心”门店所有权转让给

许某，而陈先生需事先结清所有房租
和员工工资，并向许某支付 25万元作

为门店后续经营费用。
谁知，就在许某接手门店仅仅两周

后，“名藤成长中心”就因员工罢工关
门停业。而面对前来维权的学生家长

和被拖欠薪资的员工，最后出面接盘

善后的竟还是原股东陈先生。
和“名藤成长中心”类似，“悦宝

园”“梓音艺术”“凯瑞宝贝”等教育培

训机构相继遭遇转手后停业的“套路

跑”。这些机构的最后消失，实际都和犯

罪团伙幕后操纵有关。
11月 12日，上海公安经侦部门经

过缜密侦查，在上海、江苏等地开展集
中收网行动，一举抓获许某、张某等 6

名犯罪嫌疑人，成功破获本市首起“套

路跑”式合同诈骗案。经查，该犯罪团伙
累计收购了本市十余家教育培训机构

的 30余家门店，截至案发，许某等人共
骗取 16 名机构原股东资金 200 余万

元，造成学员及家长资金损失共计
1000余万元。

联盟只是“空麻袋背米”

自 2018年 10月以来，犯罪嫌疑人
许某在身负巨额债务、无自有资金的

情况下，纠集吴某等人创建成立所谓
“BO联盟”“教育综合体”，寻找经营困

难或急于转手的教育培训机构，通过

向机构原股东承诺“分红并承担负债”

等话术骗取原股东信任。在收购过程
中，许某还会要求上家留下账面资金

用于经营，并事先支付几个月的店面
租金。

如此这般“空麻袋背米”骗取门店
经营权后，许某等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更换收款 POS机。在机构无实际履约

能力的情况下，许某等人以指标摊派的
方式要求员工恶意大肆对外销售课程。

以打折促销为诱饵、从家长手中骗来的
巨额学费款项，最终打入的却是许某个

人实际控制的账户。
许某等人并不关心课程设置、人员

安排等日常经营活动，一切都只为“榨
干”门店的“最后价值”。不仅如此，他们

还以各种理由拖延支付股权转让款，并
以恶意拖欠房租、员工工资及社保等方

式消极经营。在快速榨干机构剩余价
值、致使门店关门停业后，许某等人会

以“原股东隐瞒实际经营状况，故转让
协议无效”等各种理由，将维权学员引

至原股东处。
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许某还存

在以收购知名培训企业、创立教育培训
品牌等为由，骗取投资人款项共计 400

余万元的犯罪事实。目前，许某等 5名
犯罪嫌疑人已因涉嫌合同诈骗犯罪被

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另有一名犯罪
嫌疑人已被依法取保候审。案件仍在进

一步侦办中。 本报记者 杨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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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分子恶意圈钱 学员家长损失千万

上海首起教育机构“套路跑”诈骗案告破

    校外培训机构之弊， 举国皆批
评，而且批评之声由来已久，批评之
势也一波强于一波。弊，具体说主要
为人诟病的， 一是经常发生教学合
同尚在进行中，举办方就卷款“人间
蒸发”的现象；二是培训价高质次，

有的还涉嫌“挂羊头”，教师无资质、

课程无规范、教学无监管。

近日，上海公布了《关于加强本
市培训机构管理促进培训市场健康
发展的意见》和《上海市培训机构监
督管理办法》，从 2020年 1月 1日
起施行。这是本市依法依规加强培训
机构管理、促进培训市场健康发展的
重要举措。 2017年岁末，本市出台
《上海市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上
海市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管理办法》

与《上海市非营利性民办培训机构管
理办法》。 此次新出台的发展意见和
监管办法，是与两年前的“一标准两
办法”一脉相承的，是为了持续将培
训机构纳入法治化管理的轨道。

“一次性预付 5 万元至 20 万
元不等的学费，就可以为孩子找名
师进行一对一的辅导。 可是，当学
费缴清，课还没上完，校长就失联
了， 学校也关闭了。 警方介入调
查， 涉案金额或高达十几亿元。 ”

这是一起轰动全国的举办者预收
昂贵学费后逃跑的典型案件，其实
都是老套路了，但骗子就是坚信世
上“冲头斩不光”。 善良的家长、学
生成为骗子培训机构一个个“前仆
后继”的靶子。

须指出的是， 某些机构从入行
那天起就抱定 “套路跑”“打一枪换
一个地方”的思路，特别是那些不良
机构的举办者故意将经营的摊子铺
得很大，到处开连锁门店，或将收来
的学费挪作他用，或竭力兜售“买 1

送 N”式的预付费课程，暗地里早想
好了“金蝉脱壳”，早就在沙盘上推
演过如何人去楼空，将“一脸茫然”

留给也是受害者的教师，将“欲哭无

泪”留在家长和学生心间。

以往，对培训机构的“紧箍咒”

也有不少， 比如要求培训机构不得
一次性收取超过三个月的费用，要
求各机构不要受经济利益驱使，通
过打折、 返现等方式诱导家长超期
缴费。然而，这些规定对于不良机构
来说威慑作用有限。 此次上海出台
的发展意见和监管办法， 一大亮点
便是提醒做好资金风险防范， 积极

组织培训机构代表和相关保险公司
沟通， 探索实施履约保证保险的方
式， 并规范行业内互助保险基金的
可行方案， 同时还规定不得强制诱
导学员使用消费贷款。 这几条红线
划得漂亮，划得到位。

也有一种说法， 培训机构的另
一个弊端是 “竭力为应试教育鼓
噪”。当然，此说失之偏颇，有考试就
会有应试，有应试就会有校外培训，

这应该也是符合教育规律的。 关键
是———培训什么、怎么培训、谁来培
训，这必须弄明白，想清楚，尤其是
针对义务教育和学前教育的孩子
们。正本清源，校外培训机构必须围
绕素质教育和五育并举要求， 将重
点放在优化教学方法，提供个性化、

多样化、高质量服务上，以满足中小
学生选择性学习的需求， 而不是始
终要在“超标教、超前学”的题海里
转圈圈，不断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

让培训机构明确自己的主责和主
业，这也是历次整顿划定的红线。

几天前， 教育部相关职能部门
负责人明确表示， 严禁将校外培训
与招生入学挂钩，“这是一条红线，

也是一道底线”。培训机构严禁组织
或与中小学联合组织与招生入学挂
钩的各种竞赛、夏令营、研学活动，

一经发现，一定会严肃查处，依法依
规追究培训机构、 有关学校和相关
人员的责任。

令人欣慰的是，在上海，从两年
前的“一标准两办法”到这次的发
展意见和监管办法出台，对“培训
什么”“怎么培训”“谁来培训”打
出组合拳。特别是这次提出了综合
治理全覆盖原则，不仅要求将各类
培训市场业务纳入管理范围，而且
还明确了相关职能部门对各类培
训机构的管理权责，并且是以严格
处理为切入点， 完善 “黑白名单”

制度，强化联合惩戒力度。 通过提
高综合治理实效，直接将红线划到
培训机构不时出现的 “超标教、超
前学”现象面前，力争解决这个老
大难问题。

王 蔚

新民眼

给培训机构划下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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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大消费者应选择具有教育部门、工商部

门颁发的办学许可证的教育机构。

■ 家长购买培训服务时应当谨慎选择，当发

现教育机构使用个人收款账户收款时， 应保持警

惕并进行核实，切勿听信不法分子花言巧语。

警 方 提 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