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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需分期租赁几十部手机？
沪上首例“租机贷”案嫌疑人被公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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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1201010282341）

韩迎春律师执业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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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六、周日（下午 时到下

午6时）为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间，

其他时间当面咨询需提前预约

电话：15901996168

地址：普陀区常德路    

号宝华大厦    室（轨交7号

线、  号线长寿路站，6号口出

来即到）

事 故收征 被迫签下放弃承诺书，仍获全部动迁款

“租借手机套现，无须抵押、快

速审核、当天放款……”诱人广告的

背后，竟暗藏非法放贷犯罪链条！

日前，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依法以

非法经营罪对放贷人戴某某提起公

诉，要求其永久删除非法获取的公

民个人信息数据，并在国家级新闻

媒体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公开赔礼道歉。据悉，这是沪上首

例以“手机租赁”名义实施变相高息

放贷的新型金融犯罪案件。

借18万要还40万
因急需用钱，陈女士联系贷款

中介吴某某，对方表示有无须抵押、

征信的贷款渠道。随后，陈女士通

过吴某某提供的二维码下载安装了

一款名为“某某商城”的App，并将

个人信息提供给客服，在线上签订

了所谓“分期协议”，约定“租借”一

部手机，在3个月内分12期支付平

台约手机价值两倍的租金，期满后

获得手机所有权。吴某某声称，在

支付首期租金后，会将租借手机邮

寄给指定的回收商评估，从中扣除

中介费、手机“折旧费”后，剩余折现

费用归陈女士。层层套路之下，陈

女士先后从“某某商城”上租得40

余部手机，套现18万元，但实际在3

个月内她需偿还的“租金”已高达

40万元！静安公安分局接报后迅

速立案侦查，怀疑背后是非法放贷

产业链。2024年2月21日，侦查人

员抓获犯罪嫌疑人戴某某并扣押手

机、电脑等涉案物品。

“租机放贷”系新型犯罪
本案放贷手法较新，涉及借款

人、租机平台、贷款中介、手机回收

商等多方，且戴某某到案后，辩称平

台租赁费用只略高于市场价，其并

未收取高额利息，关于涉案手机自

用还是出售套现，其并不知情。

为厘清犯罪链条、全面查明犯

罪手法，静安区检察院在侦查阶段

应邀提前介入。经查，基本还原犯

罪嫌疑人戴某某以租赁手机为幌，

变相向社会不特定对象非法放贷的

犯罪手法。戴某某设立“某某商城”

App，通过吴某某、秦某某等贷款中

介寻找有贷款需求的客户，引导其

至上述App签订租机协议，戴某某

再根据客户需求采购手机，中介操

作变现，实现“平台租机—市场变现

—发放贷款”流转过程，最终完成变

相放贷行为。借款人需要承担高额

租金、回收差价、中介费用。

面对补充调取的手机内存储的

多份放贷记录及获利表格等证据材

料，戴某某承认自己通过贷款中介

介绍客户，以租机放贷平台为幌子，

向不特定多数人非法放贷。经审

计，2023年7月至2024年2月期间，

戴某某以租机方式共向130余人变

相放贷，涉及金额共计170万元，年

化利率为36%至1155%不等。

斩断非法放贷利益链
在审查电子数据时，犯罪嫌疑

人戴某某手机中储存的部分借款人

手持借款合同与现金拍摄的照片引

起检察官的注意……

既然戴某某是通过租机平台放

贷，借款人直接和平台签订分期租

金协议即可，无须手持借款合同照

片。为此，检察官再次讯问犯罪嫌

疑人，戴某某承认照片是放高利贷

留存，但称大部分借款人很快反悔

致借款关系中断，其未删凭据。事

实果真如此吗？检察官询问部分借

款人，结合侦查机关恢复的记账表

格，自行补充侦查，确定有40余人

存在借款关系。同时，建议侦查机

关补充借款人证言，并调取相关微

信、银行交易明细移送审计。面对

铁证，戴某某承认除了租机放贷外，

自己还通过贷款中介介绍，以现金、

银行转账等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

放贷。现已查明，2023年4月起，未

经监管部门批准，戴某某向40余人

发放贷款200余万元，年化利率为

36%至2520%不等。

讯问中，承办检察官还发现，除

吴某某、秦某某外，多名中介向戴某

某介绍借款人，且为多个类似非法

平台介绍客户。为彻底斩断非法放

贷利益链条，检察官在退回补充侦

查的同时，将上述线索移送公安机

关，建议进一步查清中介人员身份、

参与放贷程度等，视情依法移送起

诉。目前，关联的贷款中介、手机回

收商等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

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此外，检察官还在戴某某的电

脑和手机中发现一份含有几千条个

人敏感信息的表格，这些个人信息

来源何处，是否在行业内被“共享”，

金融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账户安全

是否存在泄露风险？戴某某供述称

这些敏感信息是通过金融行业交流

群下载的。

■检察官说法 戴某某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虽未达入罪标准，

但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

保护法》相关规定，侵害了大量公民

的个人信息安全，还易侵害不特定金

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有必要开展公益

诉讼，已通过内部机制及时向该院公

益检察室移送相关线索。

本报记者 郭剑烽

崔先生父母留下的房屋征收

了。因征收补偿款分割问题，崔先

生和弟弟崔某两家发生纠纷。崔先

生无奈把弟弟告上法院，意外的是，

通过法院判决，崔先生竟然获得了

全部房屋动迁款。

崔先生的父母育有两子，即崔

先生和崔某。1969年，崔先生去了

安徽。1979年在安徽生有一子小

崔。崔先生的父母在上海有一套承

租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承租

人为老父亲。1993年，小崔户口按

照政策从安徽迁入系争房屋。后由

于系争房屋面积小，加上崔某的阻

碍，小崔落户上海后，一直在系争房

屋附近租房居住。1994年崔先生

的父亲因病去世。之后老母亲患病

生活不能自理，1998年9月，崔先生

在安徽退休后回沪，居住在系争房

屋全力照顾老母亲。但由于崔某阻

碍，崔先生的户口一直不能迁回上

海。2004年5月，经多方交涉，崔先

生夫妇的户籍终于从安徽迁到系争

房屋。户籍迁入前，崔先生夫妇被

迫在崔某起草的承诺书上签名，承

诺书的主要内容有“保证户籍迁入

后，若遇房屋动迁，决不损害崔某一

家人的利益”等内容。2007年崔先

生的母亲去世后，崔某常到系争房

屋找崔先生夫妇麻烦。崔先生夫妇

一怒之下搬出系争房屋到外租房居

住，之后系争房屋被崔某控制出

租。崔先生只是听说过崔某一家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享受过福利分房，

但具体情况不详。

2023年9月，系争房屋被纳入

征收范围。同年10月8日，崔某作

为该户签约代表和征收单位签订了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拟获得各类征

收补偿款共计675万余元。征收时

系争房屋登记有崔先生和崔某两家

共六人户口。崔先生在和崔某协商

动迁款分配时遭拒。崔某以小崔户

口虽在但未实际居住，崔先生夫妇

写有书面承诺为由，认为崔先生一

家三口均非系争房屋同住人，无权

分得征收补偿利益。

崔先生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

他梳理分析本案，认为崔先生一家

三口均为系争房屋同住人，有权分

得征收补偿利益。首先，小崔是按

照相关回沪政策户口迁入系争房

屋，虽未实际居住，但究其原因是系

争房屋面积狭小和家庭矛盾，该情

形并不影响小崔公房同住人地位认

定。其次，崔先生夫妇户口在系争

房屋且实际居住，虽然二人出具了

书面承诺，但从承诺书内容看，该承

诺书并未体现崔先生夫妇放弃系争

房屋居住利益和动迁利益的意思表

示。崔先生夫妇在系争房屋征收补

偿中的应得利益也并非以损害崔某

一家的利益为前提，因为崔某一家

是否在系争房屋享有征收补偿利益

待定。再次，崔某一家是否能够享

受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益要以在

案证据为依据。

后崔先生一家三口委托我们

代理起讼维权。诉讼过程中，我们

经过艰苦的调查取证工作，终于查

到了被告崔某一家的福利分房证

据。原来早在1985年，崔某一家

三口就享受过福利分房。法院审

理后认为，被告提供的承诺书内容

约定不明，不能据此认定是原告放

弃利益的承诺。崔某一家享受过

福利分房，不能认定为同住人，无

权分得征收补偿利益。最终，法院

判决系争房屋675万余元征收补

偿款全部归属于三原告所有。原

告大获全胜，被告一无所获，这是

一个双方事前都没有预料到的“意

外”结果。

老人深夜“躲”进灌木丛开会？
警方多方联动寻回患病走失老人

帮“外国友人”付运费
可获高额“感谢费”？

凌晨时分，年近八旬的阿尔茨

海默病患者孙阿婆从家中走失，家

属紧急报警。民警联动小区保安地

毯式搜寻2小时后，在灌木丛中发

现喃喃自语“正在开会”的老人——

这是疾病导致的典型妄想症状……

这场虚惊，也再次将公众视线引向

认知障碍群体的安全照护难题。

2月23日凌晨2时57分，家住

灵石路的市民李先生拨打静安公安

分局彭浦镇派出所电话报警，称其

78岁的母亲孙阿婆昨晚独自离家

一直未归。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

病，近期气温骤降，家属担心其发生

意外。接警后，值班民警王啸吟迅

速赶到现场，协助家属调取了小区

公共视频，发现孙阿婆早在22日23

时许便独自步行进入一公里外的广

中西路某小区，此后去向不明。

由于该小区出入口多且夜间照

明不足，民警当即决定联合小区物

业保安与家属分组搜寻。凌晨3

时，多路人马打着手电筒，分头排查

绿化带、地下车库和楼道拐角。参

与搜寻的辅警黄依伦回忆，“老人穿

红色棉袄，但光线暗处依旧很难发

现，我们一边喊名字一边翻看灌木

丛。”经过两小时拉网式排查，凌晨

5时许，一束手电筒的光束照到一

处低矮茂密的草丛——老人正跪坐

在其中，口中念念有词：“等会儿要

吃饭了，现在还在开会……”经检

查，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她发病时会幻想在单位上

班，没想到半夜‘开会’到小区的绿

化带里。”李先生既后怕又感激。

他称母亲患病后偶会出现幻觉，但

家人从未料到她会深夜外出。民

警将老人搀扶上车后，特意叮嘱家

属要为老人佩戴定位设备，并建议

在家中加装报警装置。返程途中，

孙阿婆仍在后排絮叨着“会议内

容”，坐在一旁的儿子已红着眼眶握

紧了母亲的手。

认知障碍群体的安全照护需多

方协作织密“防护网”。警方建议家

属从技术层面强化预防，例如为老

人配备定位手环、在居家环境加装

电子围栏和报警装置，同时强调走

失后“黄金3小时”内报警的重要性，

并呼吁社会各界应尽可能构建完善

的全链条照护体系，凝聚多元力量

筑牢认知障碍群体的安全防线。

本报记者 陈佳琳 通讯员 宋一江

近日，市民黄阿姨至普陀区某

银行欲进行大额转账。当银行工

作人员询问其转账用途时，却发现

黄阿姨支支吾吾，声称是用来帮朋

友支付邮递美元的运费。

经验丰富的银行工作人员立

即警觉起来，想到此类情况高度符

合电信网络诈骗的特征，遂报警。

接报后，普陀公安分局甘泉路派出

所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阿姨，这件事情疑点很多，咱

们先把转账业务停一下，到旁边坐

一会，我和您慢慢讲。”经了解，黄阿

姨与所谓的“外国友人”是在网上结

识的。近日，对方称想在上海买房，

已经将购房用的美金邮递至沪，因

运费需要用人民币支付，故请求黄

阿姨先转账一万元至某“运输公司”

银行账户，并许诺事后会当面给予6

万美元作为报酬。见有利可图，黄

阿姨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阿姨，外汇交易的数量和汇

率都是国家进行管理的，外币现金

是不能通过快递的方式入境的！”

民警分析道，“国外的运输公司怎

么会让您转账到国内的账户呢？”

经过民警的细致分析和详细

讲解，黄阿姨终于醒悟过来，察觉

到自己确实差点上当受骗。最终，

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见证下，

黄阿姨删除了骗子的所有联系方

式，并表示自己以后不会再轻信他

人的谎话，牢牢守住自己的“钱袋

子”。 本报记者 解敏

警银联动紧急劝阻，护牢老人“钱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