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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山东德州警方侦破一起特
大涉汽车贷款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
人17人，涉及全国24个省份，贷款诈
骗金额达6000余万元。现已全部移
送审查起诉。

近年来此类汽车骗贷案件呈多
发态势，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
多地发生，有的案值过亿元。一些跨
省作案的诈骗犯罪团伙大量招募职
业“背债人”骗贷买车，异地上牌，再
转手洗白销赃，造成汽车金融公司不
良贷款增加，影响汽车市场健康发
展。
买豪车转手倒卖，骗车贷逾期不还

一些人在其他省份购车后，来到
山东德州乐陵车辆管理部门办理上
牌业务，且几天内即将车辆过户。这
一可疑动向引起了德州警方的关注。

“我们分析了乐陵车管所2021年
11月至2022年5月的车辆挂牌情况，
有97辆车系外地人在乐陵挂牌。”乐
陵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负责人告诉记
者，购车的周某某没有正式工作，其
银行账户却有大量资金流水，并购买
了奔驰、奥迪、红旗等汽车，这些人全
部用分期付款购买车辆，所购车辆
90%出现了还款逾期。

2022年6月，周某某在为价值70
多万元的奥迪 A8L 上牌时被警方抓
获。据了解，周某某是这一诈骗链条
中的“背债人”，在圈内也被称为“白
户”。

周某某供述：“我没有固定收
入。中介对我进行‘包装’，然后以我
的名义购车骗取金融贷款，将车卖掉
后按比例分红。”

乐陵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负责人
介绍，犯罪团伙大量招募“背债人”，
为他们注册公司、虚假购买房产进行
征信包装，随后以他们的名义在4S店

“低首付”“零首付”购车。之后，通过
伪造购车发票和证件手续，异地挂牌
将车辆“洗白”，并以优惠价格向二手
车商转手销售，剩余贷款不再偿还，
造成汽车金融公司损失。

德州警方依托侦办的“6·02”汽
车贷款诈骗案，分析研判出涉及全国
24个省份的“背债人”207人，涉及车
辆227辆，贷款诈骗金额达6000余万
元。

这一新型犯罪呈现职业化犯罪
特征，涉及范围广、涉案价值大。

2023年2月，山东枣庄警方破获
一起汽车贷款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
人16人，20多家金融机构被骗贷。

2022年，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法
院判处一“首付购车”诈骗团伙4名被
告人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至一年六
个月不等的刑罚。

此外，北京、上海、广东韶关、甘
肃兰州、安徽合肥等地也侦破了类似
案件。

揭黑色产业链运作套路
记者了解到，骗贷倒卖新车犯罪

已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链。犯罪链
条上有组织者、贷款中介、“背债人”、
假证窝点和销赃汽贸公司等角色，他
们分工明确、行为隐蔽。

——把“背债人”包装成优质购
车人。乐陵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负责
人介绍，由于部分中老年、残疾人等
群体对个人征信不重视或贪图小利，
诈骗团伙专人负责从全国各地招募
此类人员许诺好处，并以虚增资产、
伪造资金流水等方式进行“包装”，培

训专业话术，伪造出“资质良好”的假
象，顺利骗取贷款。

办案民警介绍，按照正常流程，
贷款购车后，放款机构工作人员和
购车人一起前往车管所上牌，并用
机动车登记证书做抵押。犯罪团伙
购车后，利用伪造的购车发票等材
料，独自去外地车管所蒙骗工作人
员要求上牌；在放款机构催促他们
办理抵押时，他们会以各种理由搪
塞、拖延。

——骗贷购车运转迅速，几天即
过户。在车管部门顺利挂牌后，这种
被“洗白”的车辆过户至销赃汽贸公
司，或由汽贸公司低价销售给不知情
的购买人，实现非法获利。

办案民警说：“只要有人想买二
手车，诈骗团伙就像拧魔方一样，和
贷款中介、‘背债人’、制假窝点、销赃
汽贸公司立即联系沟通，匹配出购
车、卖车的链条，最快3天就能交易过
户。”

——购车后不久就断供，车贷、
车辆追回难。业内人士介绍，为延缓
骗局被识破，背债人购车后不久就断
供，一般以个人或公司经营困难无法
偿还为由，拒不偿还剩余贷款，造成
民事纠纷假象，逃避公安机关打击。
德州警方说，挂牌“洗白”的车辆很快
又被转手，涉案车辆很难追回。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该类犯罪在
全国范围内广泛存在。一汽汽车金
融有限公司法务部门工作人员刘女
士说：“诈骗团伙流窜性很强，在一个
地方遭到打击后就换个地方骗。目
前我们每个月还会有新发案件，数量
居高不下。”

完善交易流程堵上漏洞
针对多地发生的汽车贷款诈骗

案件，专家建议，尽快完善汽车贷款
管理、交易信息共享机制，堵上贷款
购买的车辆上牌时不做抵押的漏洞，
并尽快建立大数据库，形成部门合
力，通过预警机制防止诈骗团伙“快
进快出”。

据了解，德州警方已搭建汽车贷
款诈骗嫌疑车辆挖掘模型，挖掘出
500余条涉及汽车贷款诈骗的可疑线
索。乐陵市公安局主侦人员建议，金
融、公安、车企等部门建立联合工作
机制，如果出现“快进快出”或短期多
次购车且过户频繁等异常情况，能够
及时预警。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
新光认为，要完善汽车贷款抵押管理
办法，先办抵押，再办贷款。分期付
款车辆在没有还完款之前，不得出
售。

此外，还需打破“信息孤岛”，减
少信息差。记者采访发现，汽车销售
单位与汽车金融机构之间“各自为
战”，即使在同一集团内，销售部门只
负责销售，金融部门只负责发放贷
款，购车后也缺乏对汽车上牌后是否
抵押的跟踪。业内人士建议，加强汽
车行业监管，严格各项业务审核，防
止“内鬼”违规操作。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冯俊伟说，
一些涉案人员文化程度不高，容易轻
信他人，法律意识淡薄。他们被许诺
帮人贷款购车后有好处费，稀里糊涂
沦为“背债人”；应以案说法，加强对
这些群体的法律宣传。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王阳
杨文

揭秘骗贷买豪车倒卖黑色产业链

记者从第三届智能交通上海论
坛上获悉，长三角三省一市共同签
署“一码通行”合作备忘录，长三角
交通领域“一码通行”正式启动。

为更好推进长三角地区的互联
互通，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市
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 7 日签署“一
码通行”合作备忘录，这标志着长三
角交通领域“一码通行”正式启动。
根据工作安排，2023年先行启动上
海与苏州、嘉兴等部分城市的互联
互通试点工作；2024年将启动沪苏
浙皖另外11个城市互联互通，包括
浙江的杭州、台州、绍兴、宁波，江苏
的南京、无锡、徐州、南通、淮安、连
云港，以及安徽的合肥；2025年将进

一步扩大城市范围。
据悉，今年11月1日，长三角三

省一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联合大数
据部门共同印发了《长三角交通领
域“一码通行”工作方案（2023 年-
2025年）》，《方案》以“部标二维码互
联互通、省级政务码试点应用”为原
则，有序推进长三角交通领域“一码
通行”。

下一步，上海将继续依托MaaS
出行即服务“随申行”平台，升级到
区域级MaaS平台，把相关出行服务
逐步拓展至更大范围，加强深度协
同，共建长三角 MaaS 出行联盟，打
造长三角一体化出行服务平台。

新华社记者 王辰阳

长三角交通领域启动“一码通行”

家有两娃的父母都懂，两娃打起
架来真叫人头疼。家长王女士吐槽
说：“前几天，老大和老二打闹，老二
不小心摔地上头磕了个包，老二号
啕大哭，哭着喊着要妈妈把哥哥打
一顿。睡前两娃玩闹，老二用一本
书扔到老大脸上，老大不干了，开始
回击没完没了。我吼了一句‘别打
了，赶紧睡觉！’老大又不高兴了：

‘妈妈偏心！’哎，当妈妈太难了！”
如何处理好大宝的心理问题以

及二孩之间相处的矛盾问题，真是
分分钟考验父母的教育智慧。扬子
晚报记者请南京市首批德育名师，
江浦实小夏光清老师为家长王女士
支招。

夏老师说，当两个孩子发生冲
突时，作为父母，需要思考这样三个
问题：大宝二宝同时哭闹，先照顾谁
的情绪？父母往往认为老大应该更
懂事一些，在处理二孩之间矛盾时，
或多或少会打压大宝，忘记了儿童
自我发展阶段基本的需求就是自尊
感，导致大宝缺乏基本的安全感，会
更加叛逆。

老大让着老二，是不是生活的
必选项？其实，谦让是有前提条件
的，那就是大宝内心的安全感和归
属权基本能得到满足。如，“饺子是
我的，妹妹想吃也不行！”“玩具汽车
是我的，只是暂时给弟弟玩。”否则，
弟弟妹妹在老大眼里就会变成掠夺
者，夺走了父母的关注、呵护，掠走
了本该属于自己的玩具、美食。

家有二孩，教育需要做到一视
同仁吗？吃苹果，老大老二各吃一
半，这叫“平均”。老大拍球，老二也
想玩，此时需要遵守“先来后到”的
原则，即使告状也没用，这才是平

等。孩子最初的安全感来自父母对
自己需求及时、可信赖、始终如一的
反应：“我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二孩之间发生冲突，父母该如
何巧妙化解呢？夏老师提出三点建
议：第一，自然法则，适当偏心大
宝。二孩家庭发生冲突，不严重不
插手。如果父母不知如何做到公平
公正，建议先照顾好大宝的情绪。
父母一味满足二宝的生理需求，让
大宝经常性等待、被迫要求自立等，
稍微明显一点的偏爱，都会使大宝
陷入失落的情绪当中，错误地认为
弟妹在父母心里比自己更重要。回
到家，不妨先抱抱老大，再去抱抱老
二。“护”大，是大宝的情感需要，

“疼”小，只是二宝的生理需要，一定
要在语言、行动上维护老大的面子
和权利。

第二，栽花效应，教会老大尽
责。栽花效应，简言之，就是谁栽的
花谁爱。“先给大宝洗澡，再和大宝
一起给二宝洗澡”，要让老大融入到
老二的成长中来，这个“兄友弟恭”
的教育次序不能错。学会分享，而
不总是“让着”，这样才会激发老大
的责任感和爱心。一旦老大的情感
需求得到满足，照顾好老二会是顺
理成章的事。

第三，边界意识，学会相处之
道。二孩家庭争吵是常见的现象,父
母尽量不掺和，亲子之间保留最舒
适的边界与空间。实在需要父母做
边裁的，也不必急于否认或说教，先
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多听一听
孩子彼此之间的述说，用点头表示
理解和回应。等孩子的情绪慢慢得
到安抚和冷静后，再谈问题的处理
就容易得多。《扬子晚报》记者 王颖

老大老二“打”起来了，父母该如何化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