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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6 说法
“藏品”成“废品”？

警惕“AI数字藏品”背后的陷阱

十多笔津贴竟被他人领走

2020年开始，上海浦东的王阿姨及其丈夫持有的账户里，
每年都能收到一些汇款。这都是因为某合作社不定期将村内
的春节补贴、重阳节补贴等，以老年综合津贴的名义打入账户
内。
本是一桩大家都开心的好事，然而，直到 2023 年，王阿姨

和别人聊天时意外得知，该项补贴很早之前就由村委发放至
相关村民了，可在 2020 年之前，王阿姨却从未收到过这类款
项。
这是怎么回事？王阿姨赶忙与村委沟通，并得知，前期该

类津贴的发放是委托一位宋阿婆代为交付的。
村委提供的发放清单显示，至少自 2014 年开始，村委以

现金形式每年发放春节、重阳节补贴，根据这些清单显示，王
阿姨和其丈夫的签收记录栏内，均由“宋阿婆”代为领取。
弄清情况后，王阿姨找到宋阿婆，希望通过沟通，让宋阿

婆返还其代领的款项，但宋阿婆拒不承认。
据王阿姨统计，自 2014 年至 2019 年 2 月，村委共计

发放各类补贴 18 次，其中被告宋阿婆代签代领 13 次，另
有 3 次为假冒王阿姨夫妇签名领取，共计涉及资金为
15600 元。
因王阿姨的丈夫已于 2022 年过世，王阿姨遂和两名子女

一起将宋阿婆诉至上海浦东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宋阿婆返还
不当得利人民币 15600 元并支付利息。
本案审理过程中，王阿姨变更诉请，要求被告宋阿婆返还

2014 年至 2019 年间由宋阿婆代签代领的款项计 11600 元，
利息诉请变更为以 11600 元为本金计算。

代领人称代签是民间习惯

被告宋阿婆方面辩称，原告王阿姨应当明知补贴情况，理
应对 2014 年至 2019 年的补贴的存在及发放是明知的，原告
王阿姨陈述的不知情和从未收到过违背常理。宋阿婆认为，王
阿姨于 2014 年就知晓补贴的存在并实际领取，已超诉讼时
效。即便按照原告王阿姨所述，是在 2020 年通过银行转账收
取村委会补贴后才知晓，那么自 2020 年 5月的银行转账日至
其 2023年 11 月向村委会主张，2024 年 6月向被告宋阿婆提
起诉讼，都已超过三年的诉讼时效期间。
此外宋阿婆辩称，本案所涉补贴发放名目和时间相对固

定，金额相对较小，领受人员均是退休老人，年龄较大，而村民
组长、村民代表也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员，发放补贴进行代签
字的情况在村里是普遍存在的，也是一种已经形成了的且不
违背公序良俗的民间习惯。原告王阿姨提供的签收记录也并
不能确凿证明被告宋阿婆将款项据为了己有，没有证据表明
宋阿婆从中获得了非法利益。

法院判决代领人归还津贴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 年至 2019 年间，合作社每年应发
放王阿姨夫妇春节、年中、重阳节补贴。2023年 11 月，原告王
阿姨向合作社查询上述款项的发放情况，合作社向原告王阿
姨出示了发放凭证，其中被告宋阿婆确认由其代领代签的金
额为 11600 元。
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

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被告宋阿婆确认王阿姨应得的补贴款项由其代领代签，

被告应有证据证明其已向王阿姨夫妇交付相关款项，现被告
宋阿婆无相关证据证明该事实，应承担不利的后果。
原告王阿姨于 2023年 11 月才知道本案所涉的被告代领

代签情况，其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
被告宋阿婆关于诉讼时效的抗辩，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
原告王阿姨现诉请被告宋阿婆返还案涉款项，法院予以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宋阿婆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返还王阿姨及其子女不当得利款项 11600 元及利息。

晨报记者 姚沁艺

近几年，年过七旬的王阿姨（化名）常常收到合作社节假日发放的津贴，这让她感到十分
暖心。 然而，2023 年，王阿姨偶然得知，这笔津贴竟从 2014 年就开始发放，可是，当时她并未
收到这些款项。 王阿姨一查才发现，2014 至 2019 年，自己和丈夫的十多笔津贴，都被一名宋
阿婆（化名）签字领走了……日前，上海浦东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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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多被人领走津贴十多次

七旬老人起诉讨回权益

打造资金雄厚假象，编造“前景可观”“保本兜底”等说辞，
吴某和王某一通操作，将低价买来的“AI 画作”吹嘘成具有高
投资价值的“数字藏品”，并借此敛财上百万元。 检察官提醒大
家，近来，“数字藏品”“元宇宙”“虚拟货币”等等新概念，被不
法分子包装后，辅以高额回报的诱饵，让很多老年投资者损失
惨重。

投资“藏品”竟成“废品”

2023年 10月，李先生看到曾在数字藏品投资圈结识的同
好吴某发布了一条宣传广告:“产品具有增值前景，且承诺保
本兜底！”在吴某的推荐下，李先生进入了该平台的投资群，并
在平台内购入了一副收藏画作。
投资群内，吴某常会发放红包并分享自己的投资经，在言

语间，李先生得知吴某常年居住在海外，专门投资虚拟币，而
且身家殷实。看到吴某屡屡展示出的“财力”，对于这位“高端
玩家”的话，李先生更是深信不疑。
“放心买，后面会搞活动，产品一定升值，就算最后亏钱

了，我也会赔偿的。”在吴某的鼓动和承诺中，李先生陆陆续续
在平台上购买了不少产品。
可不久后，吴某推荐的数字藏品平台就出现了各种问题，

购入的藏品转售时无人问津，有藏品被关闭了交易功能，群内
多名投资者质疑不断。
慌张的李先生多次联系吴某未果，其后不仅投资群被解

散，投资平台也被关闭。此时，李先生才恍然意识到所谓的“投
资”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自己购入的“藏品”已然成
为“废品”，无奈之下遂报警求助。

“数字藏品”暗藏玄机

李先生投资的“数字藏品”到底是什么？“增值前景”
背后暗藏何种玄机？一切要从吴某和王某的 “财富经”说
起。
2023年 10 月，吴某起意并与王某商议设立“数字藏品平

台”，在平台建立后，两人便开始打着“产品上链增值”“承诺
保本兜底”的旗号吸引投资者，期间，为了获取信任，两人还营

造了身在海外、精于虚拟产品投资、资金雄厚的人设。
被吴某、王某的说辞和身份包装蒙骗，不少投资者注册了

该数字藏品平台，并在平台内购买了具有增值前景的“收藏画
作”，殊不知这些“收藏画作”其实是两人在网上低价购买来
的“AI画作”。
由于“画作”本身并不具备价值，为了吸引投资者投入更

多，两人还向投资者开放了“二级市场”进行交易，并通过自
买自卖，营造交易火爆且有增值空间的假象。
通过一系列暗中操盘，吴某和王某设立的数字藏品平台

吸引了不少投资者，两人也通过发售产品和收取交易手续费
等途径牟得了高额非法利益。

真相揭露难逃法网

按照吴某和王某的计划，在收割一波投资款后，两人便会
逐步停止操盘设立的数字藏品平台，等到投资者不再关注平
台后再寻找时机注销公司。
打着如意算盘的两人得意洋洋，可混乱的发售方式、不操

盘就会跌价的藏品很快就让平台爆了雷，接到投资者报案后，
警方经侦查于 2024 年 1月将吴某和王某抓获归案。

经查，2023 年 10 月至 12 月，吴某和王某搭建数字藏品
平台，打造资金雄厚假象，诱骗他人至平台进行投资，并通过
虚假宣传AI绘制的“数字藏品”具有增值前景、承诺“半价”
保本，诱骗被害人购买平台首发藏品后至“二级市场”交易。
同时，在“二级市场”上通过各种方式控制藏品数量和价格，
在被害人无法交易藏品要求退款时，切断与被害人联系，共计
造成被害人亏损约 180万元。

【检察官提醒】

“数字藏品”“元宇宙”“虚拟货币”……不法分子往往会利
用这些“高大上”的概念，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通过塑造虚假人
设、承诺返利回购等方式进行失实宣传，套取资金后“跑路”。

伪装成投资理财的非法集资模式套路繁多，作为投资者，
要警惕以科技创新、绿色产业等为幌子的高额回报项目，增强
理性投资意识，在投资前查询相关企业是否经过法定注册，是
否具有募集资金的资质等，自觉抵制投机炒作行为，远离非法
金融活动，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晨报记者 叶松丽 通讯员 徐杰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