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王琳
赵磊)同在一个市场内开门头

做生意，相互之间不想着良性合
作，反倒合起伙来一起骗取银行
高额贷款。在临朐做不锈钢生意
的吴某为了发展生意，找同在一
个市场内做生意的王某和他签
订了一份假的购销合同，向银行
骗取了140万元的贷款。

临朐“80后”青年吴某初中
毕业后就四处打工，后来自己开

了一家建材经营部销售铝合金
型材。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吴某
开始琢磨着从银行贷点资金用
于周转生意。但是银行有相关规
定，此类的贷款必须是“专款专
用”，也就是说吴某必须是和别
人签订了购销合同后，这笔钱才
能打进对方的账户。动了歪脑筋
的吴某联系了同在一个市场内
做不锈钢制品生意的王某，请他

“帮忙”和自己签订了一份假的

购销合同。随后吴某拿着假的购
销合同、资产负债表和王某出具
的假收款收据，从银行骗取了
140万元的贷款。银行根据合同
内容将这笔钱打给销售方王某
后，他又将钱转给了吴某，帮
他完成了这次行骗。

因为贷款需要三户联保，
吴某是和市场内的另外两户李
某、赵某某三人联保从银行贷
的款，而李某和吴某一样，用

这种手段从银行骗取贷款。今
年38岁的李某和丈夫孙某做不
锈钢管材经销生意已经多年，
为了从银行骗取贷款发展经
营，他们让做钢结构工程的吴
某某同他们签订了一份价值80

万元的购销合同，之后利用假
的购销合同和收款收据取得银
行信任，80万元款项打入吴某
某的账户后，他又将钱转给了
李某。

9日记者采访了解到，吴某
和李某因为涉嫌骗取银行贷款
已经被奎文公安局经侦大队的
民警抓获，吴某及时归还了贷
款已经被取保候审，而李某因
为拒不归还贷款已经被逮捕，
他们将面临法律的制裁。而
“好心”帮忙的王某和吴某某
在明知对方是骗取贷款的情况
下，还和他们签订虚假购销合
同，同样也将面临严惩。

三户联保贷款，两户是为骗钱
明知骗贷还帮着签虚假合同的，同被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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