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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马冰璐

以免费鉴定为诱饵，故意高估收藏品价
格，然后虚构交易，以收取服务费等为由骗
取藏友钱财，张某某、徐某某等11名犯罪嫌
疑人合伙采取上述手段，环环设局，步步骗
钱，先后骗取 40余名藏友共计 500 余万
元。昨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获悉，
张某某等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合肥市蜀山区
检察院批捕。

设下“连环计”，步步骗钱

除了骗取藏友服务费外，该公司还对一些
藏友施展“连环计”，环环设局，步步骗钱。

收藏爱好者小庄就是受骗者之一。2015年
6月，小庄拿着两件古董藏品来到该公司委托拍
卖，先被要求缴纳2.25万元服务费，后又被告知
藏品送到香港拍卖，要补交5万元手续费。谁知
没过几天，业务员又告诉小庄，藏品被一澳洲客
户相中。

因小庄不同意对方出价，该公司便以违约
为由，要求小庄赔 5 万元违约金。今年 3 月 5
日，业务员称将藏品拿到英国拍卖，又让小庄
缴纳了 2 万元服务费。前后已交了 14.25 万元
的小庄哪里知道，他的藏品其实一直放在该公
司，根本没什么买家，连与其联络的业务员名字
都是假的。

据承办检察官介绍，为增加可信度，万合公
司每年都在知名酒店邀请一些专家，自导自演
一至两次收藏品拍卖会，竞拍者全是公司员工，
拍卖结果可想而知。为躲避打击，该公司选择
的诈骗对象均为外地藏友，尤其是不懂境外拍
卖流程的藏友。若藏友发现上当，公司会以藏
友违约在先为由拒绝退款；若藏友执意报警，公
司则会退还一些费用，并收回其手中保留的合
同、凭证等；若藏友在网上发帖举报，公司还会
派专人删帖。

拍卖前不会收取保证金和手续费

据承办此案的检察官介绍，张某某等人的
诈骗手段主要是借收藏品交易骗取藏友服务费
等。事实上，根据我国拍卖法规定，国内的拍卖
公司只有在拍卖标的成交后，才向委托方收取
一定比例的佣金及拍品图录费和保管费用等，
不会在拍卖会前就向委托方收取费用。而境外
的拍卖公司也没有在拍卖会前收取保证金、手
续费的惯例。

检察官还提醒广大藏友，对拍卖公司作出
的给付高额服务费和违约金等要求，一定要保
持警惕。如有藏品拍卖需求，建议去拍卖行业
协会官方网站挑选正规的拍卖行进行委托。如
果拍卖公司提供相关藏品报关手续等凭证，务
必到开票机构核实真伪，防止受骗。一旦发现
被骗，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不要选择与非法
拍卖公司私了，从而变相纵容其继续为非作歹。

让老父亲冒充“专家”
高估藏品价格引人上钩

团伙以免费鉴定为诱饵，虚构交易骗取藏友服务费500余万元

2015 年 12 月 9 日，来自河北的藏友小
黄报警称，他被安徽万合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下称“万合公司”）骗去了3万多元。

民警询问得知，2015 年 6 月，小黄将自
己收藏多年的一件瓷器拍照后发到网上欲
询价出售。不久，他便接到万合公司业务员
的电话。对方告诉他，从图片上看，他的收
藏品极具收藏价值，建议他携带实物来公
司，公司将找鉴定专家替他免费鉴定。

由于业务员的热情推荐，小黄便携带收
藏品来到了万合公司。该公司位于合肥市
区繁华路段的高档写字楼内，装修豪华，墙
上悬挂着公司人员与名人、专家、知名主持
人的合影。

为了显示“规范性”，万合公司主动与小
黄签了一份藏品委托交易合同。小黄将藏品
交给该公司保管后，拿着收据回家等消息。

两三天后，小黄收到公司的回复称，他

的收藏品经多位专家鉴定为“宋代文物”，市
场保守价格在 300 万元左右。公司会委托
香港一家拍卖公司对藏品进行拍卖。按照
双方签订的合同，小黄需先向万合公司缴纳
3.67万元服务费。小黄没多想，很快将钱汇
给万合公司。

然而，交了钱后，小黄一直没收到任何音
讯，便打电话询问，可万合公司却以各种理由
搪塞，时间一长，小黄感觉上当了，连忙报警。

警方对此线索展开初查。经查，张某
某、徐某某等人组建的万合公司打着“文化
交流”的旗号，暗地里专门针对收藏爱好者，
以拍卖藏品为名骗钱。

今年3月15日，警方将张某某和徐某某
一举擒获，同时在两家公司内将 80 名公司
主管、总监、业务骨干等一一控制，后对其中
41名嫌疑人立案侦查。据了解，张某某等人
先后骗取40余名藏友共计500余万元。

据了解，几年前，张某某在做古瓷器交
易时发现，一些拍卖公司在收藏品拍卖交易
中专赚服务费，而且稳赚不赔。见这是条生
财之道，他也“拜师学艺”，并于 2014 年 6 月
成立了万合公司。

警方调查发现，该公司有着严密的组织
架构，设有专职的业务员、评估师、鉴定师
等。一开始，鉴定师由具有古董收藏经验的

专家担任。不久，张某某发现，这些专家太
古板，总能发现假货，日子一长，藏友不上
门，财路就断了。

于是，他辞掉这些专家，让无任何鉴定
资质的老父亲上阵，对外则号称故宫博物院
专家，凡藏友拿来的藏品，不辨真假，均高估
其价，让藏友心动，继而把藏品交由万合公
司帮助拍卖。

藏友委托拍卖瓷器，不料被骗3万多元

让老父亲冒充“专家”，不论真假一律估高价

检察官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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