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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说法
捏造“上海某地惊现骨灰房”等文章，非法获利人民币 5万余元

“AI洗稿”案三名被告人获刑

一公司质检服务被利用进行虚假刷单，造成巨额损失

黄浦警方侦破涉案 500万元合同诈骗案
近日，黄浦公安分局在市局经侦总队的指导下，成功破获

了一起涉案金额高达 500 余万元的特大合同诈骗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 17 名。案件涉及企业质检服务被利用进行虚假刷
单，造成巨额损失。
2024 年 6月，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接到本市某财险公

司员工报案。该公司与某电商平台开展商品质量保障保险业
务合作，委托某科技公司提供退货商品检测、质量鉴定及残值
回收等服务。然而，在业务复盘过程中，保险公司发现自 2021
年与该科技公司合作以来，业务逐渐由盈转亏，赔付率异常。
大量知名品牌、高质量电子产品因质量问题频繁理赔，这让保
险公司起了疑心。
经过外围调查，保险公司发现该科技公司利用合作协议，

勾结刷单团伙，骗取保险公司钱款。黄浦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接
报后高度重视，立即展开侦查。
警方调查发现，该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吕某、公司股东冯某

以及刷单中介吴某、龙某等人存在重大作案嫌疑。经过缜密侦
查，警方摸清了犯罪团伙的组织框架和作案手法。
2021 年 3月至 2022 年 6月期间，吕某和冯某为了非法

牟利，串通刷单中介公司，大量寻找刷手。他们要求刷手在天
猫海外店铺、天猫超市内购买指定的热销数码产品，收货后以

虚构的商品质量问题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并上传事先准备
好的“有质量问题”的照片。
根据协议，科技公司可以对问题商品进行残值处理。这些

全新产品通过理赔退货渠道回流到科技公司后，吕某等人一

方面指使员工制作虚假鉴定报告，骗取保险公司鉴定费和运
费险；另一方面将这些全新商品变卖获利。
为了掩人耳目，犯罪团伙还通过控制赔付率蒙蔽保险公

司，拒绝正常客户的质量理赔申请，让保险公司对刷单订单全
额赔付。这不仅导致投保店铺因频繁理赔而保费增加，还严重
影响了保险业务的营商环境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024年 10 月中旬，在市局经侦总队的指导下，黄浦警方

在外省市公安机关的大力支持下，分赴江苏、四川等地开展抓
捕行动，成功抓获吕某、冯某等 17名主要涉案人员，一举捣毁
了这个诈骗团伙。
目前，主要犯罪嫌疑人吕某、冯某、吴某因涉嫌合同诈骗

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龙某等 14 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警方提醒，企业在选择合作方时，务必进行充分的背景调

查，签订合同时要明确双方责任和义务，防止被不法分子利
用。如果发现被骗，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文/晨报记者 陈 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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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团伙用 AI 软件对网络热点文章进行“洗稿”，并招募网民成为学员发布文章，可经过 AI 拼凑的内容
却充斥大量不实信息，甚至滋生了谣言。 2025 年 1 月 23 日，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三
名被告人均犯非法经营罪获刑。

谣言背后：AI洗稿还招人发布

2024 年上半年，某网络平台出现一则称“上海某地惊现
骨灰房”的文章。然而，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仔细核查后发现
该信息纯属捏造，遂报案。
经查，该文章的发帖人在网上偶然得知一门“生意”，有

人会给她一些文章，她只需要在某知名信息平台上发布就可
获得分成。公安机关继续进行追查，抓获了一个经营“洗稿”
发帖业务的团伙。
公诉机关依法审查查明，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5 月

21日，被告人徐某、罗某某、阚某某结伙，合伙经营某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业务是从网上截取热点文章、新闻，再
利用AI软件“洗稿”，然后招募网民为学员，利用学员的账号
发布这些“伪原创”的文章、新闻，赚取平台支付的流量提成
与学员分成。
在此前的庭审中，徐某表示，他们会通过软件对网络上的

热点新闻进行截取，再把这些内容放到从网上购买的 AI“洗
稿”软件中进行“洗稿”，为了产出爆款的同时躲避平台监管，

徐某等人会用软件自带的设置功能，对相关参数进行设置，比
如要求所有稿件“洗稿”完成后与原稿件相似度不高于 25%，
以此躲避查重。

一审宣判：犯非法经营罪获刑

2025 年 1 月 23 日上午，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对上述
案件进行公开宣判。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3年 11 月至 2024 年 5月 21 日，被

告人徐某、罗某某、阚某某结伙，合伙经营某信息技术科技有
限公司。公司主要业务是负责从网上搜找、截取热点文章、新
闻利用某AI软件洗稿后变成伪原创，并将拥有特定自媒体平
台账号的网民招募成学员，利用学员的账号发布“伪原创”文
章、新闻，通过平台支付的流量提成，与学员“五五分成”。
期间，被告人徐某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负责教授公司

员工使用场景中软件；被告人罗某某负责和他人一起招募有
自媒体平台账号的学员，指导学员发布洗稿后的热点文章和
新闻；被告人阚某某负责公司员工的考勤、发工资，员工、学员
的提成分发，以及帮忙在网上搜找、截取热点文章新闻，并导
入AI软件内等工作。经审计，被告人徐某、罗某某、阚某某等
人通过上述行为共计非法获利人民币 5万余元。
三名被告人到案后均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并退出了

违法所得。
法院认为，被告人徐某、罗某某、阚某某结伙违反国家规

定，以盈利为目的，编造虚假信息，通过网络有偿发布，扰乱市
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依法应予
惩处。
综上，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徐某犯非

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被告人罗某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五万元；被告人阚某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法官说法：AI洗稿为何犯非法经营罪

通过“AI洗稿”发布信息会有哪些风险？创作者使用AI
作为辅助工具时应注意什么？新闻晨报记者对话了上海市宝
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范楠楠。

记者：本案中，为何最终是以非法经营罪追究被告人的刑
事责任？

法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第七条的规定 ，违反国家规定 ，以营利为目的 ，对于
明知是虚假信息 ，而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
务 ，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
二万元以上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即非法经营罪定
罪处罚。

记者：案件中被告人通过 AI 洗稿发布信息，有哪些不良
影响？

法官：AI 洗稿的特点就是会对抓取的内容， 进行信息拼
揍、段落重组、词语替换，最终形成内容不实的虚假信息。 比如
在本案中被告人就通过 ai 设置 “爆款标题”“重复率不得高于
25％”等指令进行洗稿，逃避平台监管，出现大量虚假信息，严
重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记者：如今，AI 已经成为内容创作者的得力助手，使用 AI
工具应注意哪些问题？

法官：随着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AI 工具越来越丰富、也越
来越智能，渗透的领域和衍生的业态也越来越多，AI 作为智能
辅助工具，为大家的生活、工作大大提高了效率，但使用过程
一定要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对于使用 AI 洗稿行为，如未经原创
作者许可，行为人可能需要承担侵犯著作权的民事责任。 若行
为涉及发布虚假信息，不仅仅会面临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
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晨报记者 姚沁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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