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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一公司称：拉下线有提成购物能返现

参参与与微微信信分分销销，，市市民民被被骗骗两两万万六六
本报见习记者 郭立伟

投入千余元
只返现了300多

7月5日，江苏南通的杨
先生向齐鲁晚报反映：“济南
当地企业领牛商柜，利用微信
平台，涉嫌融资卷款潜逃，利
用网络公众号欺骗消费者，高
价卖产品，涉嫌网络诈骗。”

原来，5月底，杨先生通过
他人介绍得知了“领牛商柜”。
在其微信公众号内，杨先生得
知他可以通过购买上面的物
品获得更多的收益。赚钱的方
式有两种，一是通过推广产品
获得下线提成，二是通过直接
返现。

领牛商柜里的商品分为5
档，价格从59元到4800元不等。
购买不同的产品，按照价格从
低到高，可获得不同的头衔，
相对应的则是获得不同的下
线用户提成比例。例如，杨先
生购买了一件 4 8 0 0元的产
品，若他再发展下线，他的下
线只要在领牛商柜购买物品，
杨先生就可以获得下线购买价
格5%的提成。

所谓返现则更加直接。杨
先生了解到，如果他购买59元
的东西，每天可以随机领取到6
元以内的红包，连续领60天。这
样花59元，不但能获得产品，还
可以获得最高360元的收入。

杨先生先买了59元的商品
进行尝试，商品为一个白银项
链。之后，杨先生果然收到了返
现。尝到了甜头，杨先生又多次
购买商品，每天依然可以收到1
元到70元不等的红包。

从6月5日开始，杨先生每
天只能收到1毛钱的返现。算了
下，杨先生投入了总共1000多
块钱买东西，但最后只返了他
300多元。更关键的是，他所购
买的商品价格十分虚高，根本
不值那个钱。这时他才知道，自
己受骗了。

明知平台有蹊跷
还想进去捞一笔

深圳的李先生损失的金额
更多。同杨先生的后知后觉不
同，李先生从一开始就知道领
牛商柜其实不靠谱，但他还是
希望在其跑路前赚一把。但他
没有想到，领牛资金链断裂的
速度远超他的预估。

从5月28日起，李先生先
后在领牛商柜投入了69064
元。从他的记录中可以看到，
他曾一次性购买了10袋标价
1780元的红茶。目前，李先生
的总返现金额仅为42986 . 44
元，另外26000多元早已打了
水漂。“红茶标价1780元，正
常的价格只有160多块。”李先
生介绍。

李先生表示，当他看到领
牛的玩法时，他就觉得其中有
诈。但当时这种平台非常多，很
难分得清楚是正常的投资平台
还是传销陷阱，因此李先生决
定赌一把。

从5月30日开始，李先生
每天能收到4888元的返利红
包。同时他还发展了几个下
线，并加入了几个所谓投资
群，而他也收到了下线带来的
提成。但从6月5日开始，他每
天收到的返现也变成了1毛

钱，客服人员也无法联系。而
他加入的那几个微信群的群
主，也都不知去向。

其实，这些平台制定出购
买商品获返现的规则，一方面
是为了短时间内回笼资金，另
一方面则是鼓励人们多买东
西。一旦买的人多了，他们的上
线才会尝到甜头，在发展更多
下线的同时，也会把“战果”宣
传出去，鼓励更多人参与。因
此，所有这些商城的目标还是
发展更多下线。

李先生觉得，这个平台4月
份才建立，“就算跑路，也不应
该跑得这么快”。同时他表示，
他曾在网上看到了许多关于领
牛的报道，内容均是领牛获得
了1 . 5亿融资。这些报道中还
包括央视等权威媒体，并把领
牛商柜称为“互联网+”创业的
典型案例。这也一定程度上让
他放松了警惕。

按注册信息去找
却发现公司不存在

通过工商局的企业信息查
询得知，领牛商柜的注册单位
为“轩昂网络有限公司”，注册
地址为济南市市中区二环南路
8667号2102室。5日上午，齐鲁
晚报记者根据注册地址，发现
二环南路8667号是一个院落，
院落里有一家酒店、一家汽修
公司和一家酒吧。里面根本没
有写字楼的痕迹，酒店也没有
2102室。

济南市市中区工商局表
示，“轩昂网络有限公司”确
实在市中区工商局注册过，注
册地址也和上文相同。其法人
代表叫王剑，注册时间为2016
年3月。

济南市工商局的负责人表
示，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申
请人当时注册企业时出现材料
造假情况。根据目前济南现行
规定，工商局注册部门对申请
人主要采取书式审查，而不是
实质审查。只要申请人提供的
材料齐全，“工商登记机关不再
审查住所的产权权属、使用功
能及法定用途，申请人对提交
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工商部门每年会对市场主体进
行3%-5%的抽查，但不一定能
抽到造假主体。

同时，受害者的维权也遇
到 了 难 题 。杨 先 生 曾 致 电
12345投诉，但热线表示，由
于网络交易没有相关收据，难
以受理。李先生也在当地派出
所报了案，但由于没有涉案人

员的任何证据信息，李先生也
只能回家等着。

济南市工商局的工作人
员表示，这种微信分销模式，
除了交易记录可查之外，基于
微信群的聊天信息，证据链不
完整，很难取证。虽然李先生
对微信群里的聊天信息进行
了截屏保存，但是之前的群主
早已退群，李先生也无法证明
群内发表类似传销言论的人，
就是与领牛商柜有关的工作
人员。

腾讯定义为欺诈
网上仍有类似平台

7月5日下午，腾讯官方
发表公告：近期，平台发现有
用户利用微信关系链，通过微
信公众账号、微信支付实施高
额返现返利行为。此行为模式
多数表现为消费佣金返现返
利、多级多层返现返利等，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金字塔欺诈、
庞氏骗局等行为特征，其本质
上是欺诈行为，即以高额返现
返利吸引用户参与、以新入用
户资金来支付原有用户的返
现返利，形成层压式资金链
条。对于类似的平台，“微信
公众平台将对其永久封号处
理，并有权拒绝再向该运营主
体提供服务。”

一个月内，腾讯关停了领
牛商柜、云尚、微富云等多家
微信平台。但7月6日下午，齐
鲁晚报记者发现，一些类似

“一块疯抢商城”的微信公众
平台依然在进行上述的欺诈
行动。截止到7月7日21时，该
商城注册人数已有84831人，
企业名称为晋江市星池贸易
有限公司。该企业在2016年3
月完成工商局注册，于2016
年4月在微信完成认证，至今
仍在运行。

“一块疯抢商城”声称的赚
钱方式则更为丰富。除了买东
西获抽奖机会、推荐他人进入
商城获红包外，其核心模式依
然是发展下线。该商城规定，只
要在商城累计消费达到5元并
直接发展30个下线，就可以加
入所谓“疯抢达人群”。而如果
这些下线在商城购买商品，就
可以享受到三级内所有“下线”
的消费商品金额的一定比例作
为佣金，直推人数越多，享受的
佣金比例越高。

可以说，一块疯抢商城的
“传销风”更浓，但由于其目前
仍在运营，不少“疯抢党”仍然
乐在其中。

同传统的传销行为相比，披着“互联网+”外衣的这些
平台，不仅能打着“投资”“众筹”的伪装，还能充分利用互联
网的优势，以更低成本的方式获得收益。有分析称，传统传
销还需要租场地、聘老师，而领牛商柜只需要开个公众号，
搭建一个系统并挂靠服务器，就能吸引很多人加入。

但对于这种行为，工商部门目前还不能界定其就是传
销。济南市工商局工作人员介绍，所谓传销一般要符合三个
本质特征。一是拉人头，以发展人员为主要方式；二是团队
计酬，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
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三是通过交纳一定
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取得利益。

无论是领牛商柜还是一块疯抢，他们称自己的营销模
式为“微信分销”，即加入者通过发展下线，并获得下线购买
产品的提成。工商局的工作人员分析，领牛商柜通过购买产
品返利，然后上线会通过下线的购买行为获得一定报酬，看
上去有传销的影子，但由于国家政策中对此没有明确的规
定，且传销涉及犯罪，是一种违法行为，难以轻易界定。

山东和翔律师事务所的高律师表示：“传销本身是违法
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销形式的多样化，迫切需要相关
法律法规的跟进。”高律师建议，从传统意义上来看，判断是
不是传销，要素之一就是看它的营利模式是否靠发展下线、
发展人头，或者说是不是一种金字塔形的营利模式。

本报见习记者 郭立伟

“买59块钱的东西，不仅能获得最高360元的返利，还能
享受到下线购买带来的提成。”这段颇具诱惑力的宣传词，
引来不少人“投资”，结果却是赔得血本无归。

5日，不少人向齐鲁晚报反映，他们参加了济南一家网
络公司组织的微信返利分销活动，不但没有得到预期的收
益，连砸进去的本金也没有了。同日，腾讯官方也表示，这种
返利活动本质上属于欺诈。

葛相关链接

分分销销还还是是传传销销
工工商商也也难难界界定定

在“领牛商柜”微信平台内，显示有各种商品的价格和能获得

的返现金额。（手机截图）

在轩昂网络有限公司的注册地点，并没有该公司的办公场所。

本报见习记者 郭立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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