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错错版版人人民民币币””值值百百万万？？做做梦梦吧吧！！
专家：错币多是人为变造，即便是真错币也没高价成交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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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犯罪嫌疑人路某、
胡某、吴某在北京市多地以“错版
人民币”能够到银行兑换高额现金
为诱饵，利用伪造的“错币”诈骗。
近日，丰台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批
准逮捕了路某、胡某、吴某三人。

去年10月，被害人李女士的烟
酒店进来一名男子询问酒的价格。
随后，又有一女子匆忙进来，拿着
一张面值20元“错币”询问李女士可
以去哪里兑换。

李女士接过一看，发现这张人
民币“圆”字里的“员”是倒印着的。
由于李女士不知道能去哪里兑换，
这名女子又出去继续找人询问。

当这名女子出门后，店里“买
酒的”男子便向李女士介绍说这样
的“错币”应该很值钱，可以到银行
去兑换。说着这名男子又拿出手机
和银行卡，按照银行卡上的客服电
话打过去，通过免提，李女士听到
电话那头的“银行工作人员”介绍
说：这样的“错币”确实存在，而且
银行正在回收，每张最高可以到银
行兑换12万元。

李女士这才惊讶地发现“错
币”居然值这么多钱，这名男子也
表示很惊讶，于是出门将手持“错
币”的女子叫了回来，提出以1万元
的价格购买。女子称自己急需用
钱，要求男子付现金，但男子身上
只有7000余元的现金，便提出出去
取钱，让女子在店里等。

男子出去后，李女士感觉能 1

万元购买“价值12万元”的“错币”非
常值，便提议自己来买，该女子也
同意了。李女士紧忙从店中取出 1

万元现金交给对方。自认为捡大便
宜的李女士将该事告诉了家人，家
人咨询银行后发现被骗。

据检察官介绍，和李女士情况
类似的被害人还有很多，犯罪嫌疑
人路某、胡某、吴某三人分工明确，
事先由路某将人民币加工变造，伪
造成所谓“错币”，而后有人装“卖
家”，有人演“买家”，还有人扮“银
行工作人员”，共同“演戏”来对被
害人进行诈骗。 据北京晚报

5元的人民币，正面的“圆”字倒
了过来，这样的纸币你可看到过？安
徽省宿松人张先生几年前在深圳做
生意时，就意外收获了一张“圆”字
倒立的2005年版5元纸钞，经多家商
业银行鉴定均为真币，有广东一位
客商甚至出价20万元欲收购，张先
生也没舍得卖。

如获至宝的张先生日前到中国
银行安庆分行的一网点对这张5元
纸钞进行鉴定。银行工作人员将钱
币放在验钞机上检验后，肯定钱是
真的。不过，该网点负责人在仔细查
看后，怀疑该“错币”的“圆”字被人
动了手脚，“人民币都是一整块模板
印上去的，不可能出现‘错币’的情
况，这个错币‘圆’字中的‘员’字左
边缘有点模糊。”

为进一步核实真伪，张先生将
这张5元“错币”给中国人民银行安
庆分行的一位专业人士鉴定。该工
作人员通过放大镜、手摸等方式查
看后，肯定地告诉张先生这是张伪
造“错币”，也是假币的一种，是有人
用刀将纸币正面的“圆”字中的“员”
字切下，然后倒过来张贴上去的。

这张伪造的钱币如何能屡屡通
过验钞机“法眼”？该工作人员表示，
验钞机通过检验安全线、磁性油墨
的防伪点来检验钱币的真伪，而造
假分子伪造“错币”都是以真币为基
础进行局部修改，基本会避开防伪
点。 据安庆晚报

近日，关于错版人民币
价值百万元的新闻在网络上
疯传。一个星期以来，本报连
续接到数十位读者打来的电
话，均称手中有“错币”，不知
该如何成交。其中有读者反
映，自己将手中的“错币”照
片挂到网络上之后，很快就
接到不少自称拍卖行工作人
员的电话，甚至有人开出了
数百万元的高价。错版人民
币真的享有天价吗？背后是
否藏有猫腻？连日来，记者展
开了调查。

本报见习记者 王建伟

“这两张1980年的一毛
纸币，背面有大概百分之五十
的面积都印错了。”6月19日，
济南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自
己最近在看新闻的时候偶然
知道了“错币”一词，便找来了
两张因花不出去而夹在书里
的一毛纸币，结果越看越觉得
这两张纸币就是错币。

王女士展示的两张一毛
纸币显示，背面国徽位置较正
常纸币的色泽要浅，右下角两
处本来该有的文字标示均变
成了空白。本来该有的‘YI
JIAO’字样，在这张纸币上也
不见了踪影。“这两张纸币是
连号的，钱币出错的位置也都
是一样的。”王女士说。

与王女士一样，近日，泰
安的类先生也发现，自己手中
有张2005年版百元大钞长得

很不一样。“水印的位置有些
偏移，水印里边毛主席头像眼
睛位置，还多了一个黑点。”
21日，类先生告诉记者。

发现自己手中的纸币有
可能是错币之后，王女士和类
先生均选择将纸币的照片晒
在了网上。令他们没想到的
是，从那之后，他们每天都会
接到数十个自称拍卖行工作
人员的电话。

“现在他们给我的起拍价
一般都是200万到300万，最
高的给到过800万。”听到自
己所收藏的这两张毛票有可
能价值百万后，济南市民王女
士觉得既惊又喜。

“他们给我的起拍价，一
般都在100万元以上，我也觉
得高得不可思议。”类先生将
信将疑。

市民：

花不掉的一毛钱，拍卖行估价800万

20万不卖的“错币”

竟是伪造的

拍卖行：

“能拍出高价，但先得交3万元”

“目前，电话多的时候能
接到二三十个，少的时候也能
接到五六个。”王女士说，“现
在我整天都需要应付拍卖行，
都有点影响工作了。”

“在拍卖行拍卖的话，他
们都说需要收一些前期的费
用，不管成交与否，这些钱都
要交给他们。一般就是起拍价
的1%左右，比如，起拍价定到
300万的话，前期费用就需要
交3万。”王女士称，她担心部
分拍卖行可能打着拍卖的幌
子，故意夸大拍品的价值，借
以收取前期费用。

“我也特别担心，怕万一
被别人骗了。”类先生称，“我
联系的这些拍卖行，也都说要
收取一定的前期费用，最多的
能达到起拍价的16%。我怀疑
他们是不是故意拉高起拍价，
让我去交这些前期的费用。”

“目前，跟我联系的这些
拍卖行，在广东和上海的比较
多。我也知道，这里边有不少

可能都是骗人的。”王女士说，
“前两天上海有一家拍卖行，
说不给我要前期费用，但是我
还是不愿意过去。万一我自己
过去，他们那边有人给我抢
了，我找谁去？”

为了确认手中的纸币究
竟是不是错币，并进一步了解
行情，数日前，类先生还亲
自去了上海一家拍卖行。“当
时他们跟我说，初步判断极有
可能是真的，说最少也能卖一
百多万。但是他们催着我先交
前期费用，我怕被骗，最后没
在那儿拍卖。”

既然错币如此有价值，咋
不见本地拍卖行身影？记者联
系了山东几家拍卖行。荣宝斋
(济南)拍卖有限公司称，公司
以承接艺术品拍卖为主，不承
接错币拍卖的有关业务。山东
舜鑫拍卖有限公司也回应称，
此前公司并没有承接过错币
拍卖业务，近期也没有承接相
关业务的打算。

央行：

“错币”是残币，所谓“错”是人工制作

“错币”怎么兑现“高价”？
王女士到多家银行咨询。“他们
都说我这个看着不像是假的。
但究竟是不是错币，还需要找
相关专家鉴定。”王女士称，自
己希望有银行能够对这两张

“错币”进行鉴定，但没人进一
步鉴定，银行只说对错币实行
等额兑换。

在济南市市中区马鞍山路
一家银行内，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人民币出现错币的几率非
常之低，一般也不会在市面上
流通。“对于我们来说，这些‘错
币’就是残币，相当于生产过程
中的残次品。如果想换的话，也
只能是等额兑换。”

错币究竟存在不存在？如
果存在的话，它的数量有多少？
19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中
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对方称，

在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上，
已有关于“错版货币”的回应。

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央
行有关负责人曾就“错版货币”
答记者问时肯定地说，所谓“错
版货币”是不存在的。因为印钞
厂印制钞票时用的印版、制造
硬币用的钢模等，是一个整体，
在印制过程中，不可能出现局
部倒置或颠倒的问题。因此，就
更谈不上所谓的收藏价值。

该负责人称，发现的所谓
“错版货币”，都是在原有货币
基础上，经过人工制作的。对所
谓“错版货币”如果认真观察或
借助放大仪器观察，就会发现
刀切、粘贴、修刮的痕迹。从目
前破获的案件看，社会上确实
有一些利欲熏心之人，为牟取
暴利，专门制作、兜售所谓“错
版货币”。

收藏专家：

舆论炒得热，但没有相关收藏市场

如果真有人民币错币，究
竟有无价值？目前市场行情如
何？19日下午，记者采访了山东
省收藏家协会钱币部副部长李
绍浩。

“人民币错币价值百万的
说法，简直就是无稽之谈！”李
绍浩开门见山地说，目前错币
收藏非常冷门，根本不可能真
的卖到上百万的价格。“舆论上
炒得挺热，但是谁真正见到过
人民币错币以高价成交的情况
呢？”

李绍浩称，“人民币的印
刷，出现错误的几率非常小。这
种几率有可能小到同批次全世
界就那么一两张错币。这样的
话，就不可能会有很多人去专
门收藏这个东西，因而也就没
有办法形成成熟的收藏市场，
它本身也就不可能形成什么市
场价值了。”

“但是要是有人纯粹出于
个人兴趣，想要把它当做一个
稀罕玩意去收藏，也有可能。但

是，价格上我觉得不可能贵得
那么离谱。”李绍浩称。

“从银行层面讲，如果真的
存在错币，对他们来说也就只
是残次品而已。所以目前来讲，
如果有人真的喜欢收藏，那也
只是民间行为。”20日，在济南
市市中区马鞍山路一家钱币交
易中心内，钱币收藏爱好者赵
先生称。

“关于错币本身值得不值
得收藏，这个问题是见仁见智。
但是市面上确实存在那么一部
分人，他们专门把真币变造成
错币的样子，用以进行诈骗，谋
取暴利。”赵先生说。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相关
法律规定，错币并不能在市场
上买卖，这是被禁止的，而且人
为制作“错版人民币”也属于

“故意毁损人民币”行为，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43条规
定：“故意毁损人民币的，由公
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
下的罚款”。

相关链接

错币
“错”在哪儿

人民币存在错版的机会非常少，但既然是印刷品，出错也就难免。“错版币”原则上可能有：漏印字
的，漏印颜色的，漏印号码的，漏印年号的，漏印花纹的，漏印国徽的，有因为纸张问题出现的折角币，
裁剪出问题的多耳币，印刷不到位的露白币，有印刷失误的异色币，还有因为雕版的问题出现的同号
币、倒字币、倒水币、倒花币、等等。

但是，出错点绝不重复、绝不雷同，更找不出两枚相同错点相同位置的错币，出错之处是独一无二
的。这是因为人民币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在出厂以前是要经过十几甚至于上百道检测，一旦发现
错币，都会被造币厂扣留，然后通过相关的合法程序予以封存或者是直接销毁。因此，一段时间内市面
上冒出很多“错币”的现象值得警惕，不能排除有不法分子打歪主意将正常纸币打造成“错币”，例如采
用褪色、挖补、揭贴等手段制造，虽然还能通过验钞机，但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错币”。 (宗禾)

上图为王女士所收藏的一
角“错币”，多个部位色彩和文字
缺失，下图为正常一角纸币。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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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币诈骗案例

造20元“错币”

演“双簧”骗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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