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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的陈女士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了一款炒虚拟货币的
App，没想到，没用多久，这款App居然打不开了，她充值进去的74万元也随之“
灰飞烟灭”。

当地警方接到报案后顺藤摸瓜，在天津市一家科技公司抓获了开发该App的团伙。
警方赶到时，一群年轻人正在电脑前埋头工作，墙上还贴着励志口号——“将来的
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奋斗的自己！”

后经警方调查，该公司的技术负责人毕业于知名高校，这款涉诈App的开发团队成
员大多是90后，都有本科以上学历，计算机相关专业毕业。

近期，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追踪调查国内多起相关案件发现，不法分子利用“技术中
立”“可挣快钱”等借口利诱一些年轻技术人员，向他们订购涉诈App，使他们沦
为新型电诈案背后的“制刀者”。

急于挣快钱 想一夜暴富

陈女士是从一个“荐股”的微信群扫码下载该App的。民警了解到，该App通过虚
构项目吸引受害人投资，操控后台数据给受害人造成“获利”假象，资金池内金额
达到预期目标后，就关闭平台卷款而去。

无独有偶，今年4月底的一天，位于武汉市光谷创业街一写字楼内的湖北晟昌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昌公司”）被查封。该公司案发与一款虚拟币投资平
台“timega”有关。这一平台由刘某花8万元从晟昌公司购买，采取“拉人头”的
方式，吸引客户“炒币”。上线仅1个多月，该平台就发展了2289个下线，累计转
账交易13万余次。

“刘某‘割韭菜’，操纵‘杀猪盘’，晟昌公司相当于背后的‘制刀者’。”参与
办案的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民警张晟说。

经查，这家披着网络科技外衣的公司，3年间开发了150余个涉及区块链、虚拟货币
、电子钱包、网络商城等的App与小程序，几乎全部由网络金融诈骗、传销团伙订
制。晟昌公司10名嫌疑人被刑拘，基本都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

张晟介绍，随着警方反电诈的不断深入，近年来诈骗分子转变犯罪手法，大肆使用
不法App实施诈骗，危害巨大。

来自国家反诈中心的一项统计显示，今年1-3月，全国发生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2万
多起，损失达185亿元，其中利用虚假App实施诈骗的达六成以上，涉及诈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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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赌博、色情、非法集资等多个领域。

晟昌公司技术总监余某，软件专业毕业，90后。参与开发涉诈App后，他每月进账
达到4万元以上，比此前1万元的工资高出几倍。面对警方调查，余某坦承，“知道
可能违法，但是在别的地方也拿不到这么高的工资”。

张晟介绍，晟昌公司开发的一系列涉诈App，平均售价10万元，价格最高的一款24
万元。“每开发一个，公司通常可获利数万元”。

同样，陈女士下载的那款App的开发公司，2019年接下这单业务也是因为利润可观
。“买主开出的价码是120余万元。”浠水县公安局网络安全监察大队民警闫运说
。

涉诈App开发者接下订单，多是抱着赚快钱、期盼可以一夜暴富的心理。

在近期江苏省无锡市警方通报的一起制作虚假贷款App大案中，因常有客户询问能
否“定制”贷款类App，涉案网络科技公司受利益驱使，在明知极有可能被用于非
法活动，仍制作并出售了800余款App。

一名业内人士介绍，这些涉诈App背后，“活儿不难、来钱快”，成为一些网络科
技公司或技术人员愿意铤而走险的最直接原因。

用“技术中立”做挡箭牌，以身试法

在湖南，一家由多名年轻人创办的“明星”企业，最近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竟
是因今年6月被公安部网安局通报为“组团犯罪”。

2019年11月，客户张某找到这家有诸多光环的科技企业，希望其能制作某证券Ap
p的“相似款”。该公司3名主要负责人明知这款App可能被用于犯罪，仍接下业务
，帮助张某开发、维护两款虚假证券App。

这一团伙成员均毕业于国内著名高校，有的还拥有硕士、博士学历。他们通过基础
源代码，分裂出多个投资诈骗类App，能做到“骗完一人即抛弃整个App”。

曾参与办理多起相关案件的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任巍巍为“制刀者”画
像：90后IT男为主，大学以上学历，明知他人可能利用App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或
积极配合“直接发力”，或放任不管“间接助攻”，并多以“技术中立”为挡箭牌
，长期游走于法律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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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只是开发App，没有直接参与诈骗，问题不大。”面对警方调查时，晟昌公
司一些涉案人员如此回答。据介绍，公司老板经常给他们“洗脑”，称公司只是“
做刀”，“刀被客户买去是割韭菜、杀人还是切水果，都与公司无关”。

办案民警介绍，晟昌公司负责技术开发的员工平均年龄不到30岁，最小的只有22岁
，他们都有光鲜的生活，但法律意识淡漠。案发时，一名年轻的工程师正准备迎接
自己即将出生的小宝宝，她说：“从小到大没犯过什么错，没想到一下子违了法”
。

陈女士被骗那款App开发公司的前端工程师王立（化名）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采访时称，公司每年开发10余款软件，首先由销售与客户对接项目需求，开发团队
进行研发、测试，再交由客户验收，团队根据验收意见对软件进行调整。王立称：
“从没想到，自己会卷入刑事案件。”

王立介绍，开发一款软件需多环节合作，每个程序员一般参与其中某一两个环节。
经此一案，他建议，相关专业大学生找工作时要多方了解求职公司背景，开发软件
时，“尽量了解下游客户买去做什么、是否涉嫌违法”。

任巍巍介绍，公安部门对涉诈App案正在实行全链条打击，案件背后提供技术支持
的“制刀”团伙，涉嫌罪名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国裁判文书网的
一些判决书显示，类似案件中的技术开发人员被判处有期徒刑1至3年不等，“人生
路途从此也蒙上一层阴影”。

近年来，各界对涉案专业技术人员从业禁止呼声渐起。今年10月下旬，反电信网络
诈骗法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首次审议。有委员提出，电
信诈骗手法越来越先进，其中有个重要因素即“部分特定的精通专业电信网络技术
、具有专业资格的技术人员参与其中推波助澜”。还有声音呼吁，可参照证券市场
对违法人员设定禁入制度，除追究相关刑事责任和刑事处罚外，还可增加禁业惩戒
条款，取消和限制其专业资格。

朱娟娟 雷宇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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