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门槛低，部分交友、婚恋网站成犯罪分子“钓鱼”平台

穿套假制服 变身“高富帅”
本报记者 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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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本报济南6月5日讯(记者
尉伟) 潍坊一打工小伙张

某冒充警察、军官相亲，然后
再以能给女友及其亲戚找工
作为由骗取大量钱财后消失。
近日，历下警方在莱芜将骗取
了六名女子十余万元的张某
抓获。

2013年初，二十来岁的小
丽(化名)从临沂来济南打工。
因自己年纪不小，父母催得又
紧，单身的小丽在一家交友网
站注册会员，并对外发布了个
人信息。

很快，小丽收到了会员名
为“方鹏”的人发来的站内信。
方鹏告诉小丽，他是一名交
警，起初小丽对其身份半信半
疑，可视频聊天时，她看到方
鹏穿着警服，警号、肩章等一
应俱全，便开始深信不疑。聊
了一段时间后，小丽与方鹏热
恋了起来。

不仅如此，方鹏说，他在
济南有关系，可以把身为打工
妹的小丽变成公务员，主动跟
着小丽一起回到了临沂老家。

对于这个“上门女婿”，小
丽和家人甚为满意。而得知小
丽的弟弟工作还没有着落后，
方鹏表示，”我找济南的朋友，
正好给你们俩一起解决了。”紧
接着，方鹏话锋一转，“找人办
事需要打点，偏偏我最近手头
有点儿紧。”小丽和家人随即凑
了近三万元现金塞给了他。

让小丽意外的是，刚一回
济南，方鹏连人带钱没了踪
影，于是赶紧报警。接到小丽
的报警后，历下刑警一中队的
民警立即展开调查，并最终锁
定了犯罪嫌疑人，方鹏其实就
是潍坊来济的打工仔张某。

目前，民警初步查实，受
害者不只小丽一个人，张某冒
充警察、军官骗取了六名女子
十余万元。而此案，警方仍在
进一步调查审理中。

本报日照6月5日讯(记者 王
裕奎 通讯员 隋秀芹 王晓 )

虚构姓名、年龄、婚史等信息，
从网上骗取从未谋面的男网友
120万元财产，4个月时间内挥霍
一空，近日，日照市东港区一26岁
女子因犯诈骗罪，被日照市东港
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
罚金50万元。

2011年1月，家住青岛市南区
30岁的孙某在网上认识了24岁的
李雪(化名)，李雪自称老家在青
岛四方区，现在日照工作。由于孙
某刚离婚不久，两个人聊得很投
机，4个月后便确立恋爱关系。之

后，孙某向李雪提出见面要求，但
对方称孙某刚离婚不久，现在两
人见面影响不好，孙某便没有再
提见面的事。

6月，李雪以想开一家服装店
为由，让孙某出7万元投资，以维
持服装店正常运营为由，李雪又
向孙某索要钱款40万。后来，李雪
提出要买拆迁房，拆一套能回报
两套，孙某给李雪汇款42万。在4
个月时间里，孙某前后共给李雪
汇款120余万元。

2011年10月，孙某和日照的一
位朋友说自己在日照某商场开了
一家服装店，没想到朋友却告诉孙

某，这家商场早已倒闭。听后，孙某
恍然大悟，于2011年11月底向日照
警方报案。12月14日，李雪被警方
抓获。

李雪被抓获后，对犯罪事实供
认不讳。李雪本姓王，不仅已婚，而
且于当年7月育有一子，抓获时尚
处哺乳期。

据王某交代，2011年1月，其与
孙某在网上相识，聊天过程中发现
孙某很有钱，便打起了歪主意。同
年4月，她与认识一年多的日照男
友结婚，但并没有将结婚的事告诉
孙某，相反，她还更改年龄、使用化
名与孙某谈起了恋爱。为了骗取孙

某信任，她从网络上搜了一张年轻
美女的照片，谎称是自己，没想到
孙某没有丝毫怀疑。

2013年4月1日，东港法院对王
某诈骗一案作出判决。法院审理认
为，被告人王某化名“李雪”，隐瞒
已婚事实，在取得孙某信任后，虚
构了与孙某合作做生意、购买拆迁
房、投资沿街房等事实，隐瞒了用
该钱款购买自住房屋、汽车等物品
的真相，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综
合各量刑情节，对其判处有期徒刑
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考
虑到被告人王某正在哺乳期，法院
同时决定对王某暂予监外执行。

除了注册的门槛低、信息难
审核外，记者还了解到不少打着
所谓婚介或征婚旗号的交友网站
其实不具备婚姻介绍资格，借交
友之名，行婚介之实。

“交友就是交友，它和婚介性
质是不一样的。”中国社会工作协
会婚介行业委员会副主任崔禾雨
告诉记者，以济南为例，交友网站
算是一个信息发布平台，它需要
到工商管理部门进行注册登记。
如果是婚介网站，那就需要民政
部门先出具相应的证明，然后才
能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登记。

通过“百度”搜索，记者发现不
少交友网站在广告词中大做文章，
标榜自己是“最严肃”、“最专业”、

“最安全”的婚恋网站。这对想要结
婚的青年男女诱惑力不小。

2011年5月，刘女士将一家交
友网站告上法庭。征婚的她通过
该网站认识了一位自称某企业财
务总监的男子。但交往后，刘某发
现对方除性别之外，其他注册信
息全部是假的。

此案最终以刘女士败诉告
终。法院认为，该网站不是“婚介
机构”，无法核实用户身份。

“正规婚介需要通过民政、工商
的登记审核，还要有资质证、税务证
等手续，场所、注册资金、人员等都
有相应的要求。”省城一家婚介公司
的工作人员介绍，而打着婚恋旗号
的交友网站并不需要这些。

据了解，民政部门仅对经民政
局备案的民办非企业类型的婚介
进行管理，工商登记的经营性婚介
则由工商部门监管。

“目前，国内尚未有法律可对
婚恋网站进行有效约束，也没有明

确专门的部门进行监管、规范。”崔
禾雨说。

据崔禾雨介绍，2010年，中国社
会工作协会婚介行业委员会曾出台
了《婚姻介绍服务国家标准》。虽未
涉及网络婚介，但下一步，他们还将
推出《婚姻介绍网络服务标准》。

“网络是虚拟的，若连真实姓名
都没有，恋爱无从谈起。”北京市尚
正律师事务所主任李长勇认为，要
求注册会员提供真实的、可核查的
个人信息是网络婚介的必然要求。

6月5日上午，记者打开张某曾
注册过的那家交友网站。首页上方，

“严肃婚恋交友”的字样赫然入目，
下方则是征婚男女的各色头像。不
过，若想要查看详细信息或与对方
联系，网站会提示要先“免费注册”。

点开免费注册后，记者要先
填写一份资料，但无需填写姓名
和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可由匿名
和电子邮件替代。唯一验证的是，
填写手机号码后，需要短信索取
验证码。

不到5分钟，通过简单的资料
填写、从网上随便找来的女子照
片，记者将自己描绘成了一个有
房、月薪万元的“白富美”。注册结
束，网页上跳出了一个提示框，写
有“本站作为一个信息平台，无法
从技术、成本上保证每一条信息
的真实性等”字样。

再次登录网站，记者通过提
示看到，短短两分钟，就有五名男
子浏览了记者发布的征婚资料，
两人还发来了站内信。

“打工仔张某就是在这家交
友网站注册会员，把自己伪装成

‘高富帅’。”历下刑警一中队民警
告诉记者，由于注册简单，一些不
法之徒诸如婚托、酒托，用虚假身
份作为幌子和诱饵，可以低成本、
高效率地进行预谋犯罪，“正是对
该网站‘严肃婚恋交友’的信任，
加上张某又身穿制服，小丽才相
信了同为会员的张某。”

不过，该网站会员也分等级，
想要查看高级会员的信息，就需
要交费并提供证件。

“此类交友网站注册门槛低、

信息难审核甚至不审核，导致真
假难辨。”省城一家婚介公司负责
人说，为了聚集人气，一些交友、
婚恋网站甚至对注册用户身份不
予考察。

但并非所有网站都是如此。
“像在我们这里征婚或是发布网上
信息，需要一步步通过审核。”济南
一爱情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他们开辟了婚介网站，但征婚
者需要先注册，然后本人拿着身份
证、学历等相关证件过来，经过工
作人员审核、同意后才能在网上发
布，查看其他注册会员资料。

不到两年，来自潍坊的打工仔张某冒充警察、军官骗取了

包括小丽在内的六名女子十余万元。值得一提的是，这六名女

子都是通过一家交友网站发布征婚信息，张某也是在该网站注

册会员，将自己伪装成“高帅富”继而开始行骗。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注册门槛低、信息难审核以及监管上

的空白，导致部分交友、婚恋网站信息虚假，成了骗子、酒托等

犯罪分子“钓鱼”的平台。

小伙冒充警察

骗六女子十万

格头条链接

从未见面，男子被女网友骗120万
法院判处女子有期徒刑10年，因其处哺乳期暂予监外执行

无婚介资格>>

不少交友网站打“擦边球” 法律空白>>

婚恋网站监管存难题

审核不严>>

网络会员信息真假难辨

免费注册>>

姓名、身份证号全不用

 

 

购买警服
军装

冒充警察军官在
交友网站注册

找打工妹下手
博得对方好感

自称帮女方解决
工作，骗取钱财

拿到钱后
“失踪”

继续行骗他人

张某行骗过程

据新华社沈阳6月5日电
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

院近日宣判一起跨辽宁、内蒙
古、吉林的罕见骗婚案，骗婚
团伙12名被告人犯诈骗罪，一
审分别被判处3年至8年不等
有期徒刑，并被处罚金。

2011年，27岁的辽宁阜新
蒙古族自治县沙拉镇农民吴
越认识了本县富荣镇“媒公”
谭大海。谭大海领着吴越来到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通
过当地“媒公”王财与女孩郭
宇见了面。经两位“媒公”说
合，郭宇说：“吴越出7 . 7万元
彩礼，我立即到阜新登记。”8

月4日，吴越凑够7 . 7万元彩礼
钱交给郭宇，当天两人办理结
婚登记。但 3天后，郭宇“失
踪”，于是吴越报警。2012年3

月，郭宇落网，此后，谭大海、
王财等另外11名骗婚团伙成
员也被抓获。

法院经审理查明，以谭大
海、王财为首的12人骗婚团伙
为谋取非法利益，两年间，在
辽宁、吉林、内蒙古行骗数十
起，其中最少的一次要彩礼3

万元，最多的一次要11万元，
共计骗取钱款150余万元。

格相关新闻

跨三省骗婚
12人团伙获刑

张某行骗时用的假警徽、肩章等物品。 本报记者 尉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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