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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 言

    近年来，合同欺作的违法活动日益猖撅，合同欺诈案件
日益增多，据有关统计资料记载: 199 3 年，在我国各级人
民法院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合同纠纷案占到 92 %，企
业间签订的合 同能够得以顺利履行 的不到 70 % 。各 地工商

行政机 关检 查了 52 万个企业签订的合 同，发现 不合格的合

同多达 20 . 7 万份，总金额为 97 . 2 亿元。199 5 年全国各级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检查了150 万家企业的合同签订情况，发
现不合格合同34 . 9 万份，涉及金额 29 1 亿元，全国合同的
履行率仅为65%。全国公安机关2000 年立案的合同诈编案
件 1 万余起，涉案总值达 64 . 6 亿元。据介绍，20 01 年各级
工商行政机关对 49 万个企业的 859 万份合 同的签订履行情

况进行 了检查，发现不合格的合同有 42 . 9 万份; 到期未履
行的合同有 28. 5 万份; 违约合同1，08 万份; 解除合同9. 1
万份。据 了解，目前利用合同进行作骗的情况仍较突出，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去年共查处 1. 4 万起，涉及金额70 多亿元。
不少合同签订者屡受欺诈，甚而破产倒闭。以土数字可以看
出，合 同陷阱 已无处不在。合同欺作行为践踏 了市场公平交
易与诚实信用的法则，扰乱了正常经济扶序。对 日益泛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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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欺诈行为，作为一个经理人若不引起重视，就可能跌入
合 同陷 阱。

    随着人们防编意识的提 高，利用合同进行欺作方式也形

成了以下新的特点: ①智能性。主要表现为作编人利用合同
行编之前，一般要对行编对象、市场行情、合同条款等作精

心的调查和研究，并在合同内容上作文章，打好理伏。精心
设计，布置陷阱，诱使他人上当受编。作骗者还不断开发智
力，研究诈编对象的心理状态，经营状况，并千方百计地 自

己物色好的对象发出要约，在签订合同时总是装得很诚恳，
对每一条合同条款的拟订都很认真，甚至主动要求到公证部
门公证，以编取对方的信任。②团体性。合同诈编经常是两
个以土的单位实施。通常行编拄往需要先物色同伴，然后精
心策划，互相句结，分工合作，暗设圈套。③职业性。一些
个人或单位专门以合同作骗为职业，以此非法占有他人大量
财物。④多变性。通常，在合同作骗中，骗子的惯用行骗手
段主要有 “物定金”、“吃预付款或质保金”、“钓鱼”、“空头
支票”、“伪造证件”、“广告诱惑”、“编取钾金”等等。近年
来，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增多，一些行骗者又以伪造银行担
保、伪造政府批文、伪造内外贸合同，甚至冒充外商代理人
等手段签订合 同，进行作编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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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企业如何有效地预防合同欺作? 专家认为: 合同欺作的
微观预防就是从企业或生产经 营者的角度寻求预防合同诈编

的对策和途径。①签订合 同前必须认真审查对方的主体身份
和履约能力。②签订合同时必须严格审查合同条款。③建立

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堵塞作骗合同的渠道。④提高企业
工作人员素质，不断完善和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和技能。

《四 )

    防止合同欺作行为，要完善合同欺作的有关法律制度。
完善立法，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 ①从法律角度或相关立法
上明确界定两种不同性质的合同欺作行为，便于在司法实践
中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②明确欺作行为人的民事、刑事或
行政责任。充分发挥工商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功能，对合同
欺作行为予以严格执法、坚决制裁取缔，以维护公平交易和
市场扶序。积极发挥公安、检察、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之间
的相互协作功能。加强法制意识，提高整个社会的防骗意识
和法制观念。加强法制宣传与教育工作，提 高整个社会的法
制观念和合同意识。

( 五 )

合同欺诈包括 民事欺诈 ( 民事) 与合同作骗 ( 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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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合 同欺诈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在具体的案例 中，可能是

民事欺作行为，也可能构成刑事欺诈，也可能是签订虚假合
同掩盖非法目的，还可能是某些钻法律空子的行为。性质不
同，处理的方法有所不同。本书不是法律专业书，是揭露合
同欺 诈 手段 . 提醒 对合 同欺诈 防 范的通俗 读物。

一 4 一



目 录—

第一篇 移花接木，指山卖磨

1. “货源”的秘密/ ( 3 )
2 . 一女二嫁/ ( 5 )

3 . 真业主，假业主/ ( 7 )
4 . 房屋租赁 “阿作里”/ ( 9 )

5 . 业余 “发 包人”/ ( 11 )

6. 物尽其 “用”/ ( 13)
7 . “挂牌代销”编局/ ( 16)

8 ，“下属”的生意/ ( 18)

9 . “租”与 “钾，’的门道/ (20 )

10 . 荒唐的 “卖主”/ (22 )

11. 多头技术转让/ ( 25)
12 . “产权，，迷魂阵/ (27)

第二篇 文字游戏，偷票换柱

13 ，“期限，，花招/ ( 31)

一 1 一



合同欺诈案例与点评

14 . 含糊中的狡诈/ 〔34)
15. 断句 “功失”/ (36)

16. 倒签合同/ ( 38)
17。“固定”变 “流动”/ ( 40)

18 ，“优惠货款”看土去很美/ (42 )
19 ，延期的 “理由”/ (45 )

20 . “认购金”与定金/ {47 )
21，“信用证明”: 精心设计的套子/ (49 )

22 . “还，’字的妙用/ (51)

23. 关键的一句话/ ( 53)

24 。分解计价法/ (55)

25 . 多一字输 5 万/ ( 57)

第三篇 伪透证章，瑙天过海

26，虚开支票/ (61)
27 . 废照 “利用”/ (63)
28. “空壳，，公司/ ( 66)

29. 联营编货/ ( 69)
30 . 伪造担保/ ( 71)
31. “邮购”骗子/ (73)

32 . 伪造批文/ ( 75)

33. 假公司/ ( 77)
34 . 冒用公 司名义/ (79)

35. “回笼货票，’/ (81)
36 . 皮包公司/ (83)

    一 2 一



网上的 “生意”/ (85)

“克隆汇票”/ (88)

﹃
了
.

0
0

内
J

内
﹂

第。篇 抛砖引玉，先予后取

39 . “吃里爬外”烟幕/ ( 93)
40. “吞金钩”/ ( 95)

41 . 拆东墙补西墙/ (97)

42 . “钓鱼”合 同/ ( 100 )

43. “责买贱卖”之涟/ ( 102)
44 . “先君子，后小人，’/ ( 105)
45 . 小钱 “买”信任/ ( 107)

46 . “破产”老板偷着乐/ ( 111)
47 . 赠送 的 “策略，，/ ( 114)

48 . “模拟”炒股/ ( 116)

49. 口说 “有”凭/ ( 120)

第五篇 孤极虎成，借名 生财

50 。“挂 靠”公 司/ ( 125)

51. 合法 “外衣，’下的昨法/ ( 127)

52 . 借 “照”生蛋/ ( 129)

53. “军”字招牌/ ( 131)
54，西部开发显 “身手”/ ( 135)
55 . 滥用授权/ ( 139)

56. “高干子弟”显神通/ ( 141)
一 3 一



合同欺作案例与点评

57. 特殊身份 “担保”/ ( 145)
58 . 自封的 “外籍华人”/ ( 147)

59 . 承包的 “窍门”/ ( 150)

60 . “国营公 司”派用场/ ( 15 2)
61. 当回 “一把手”/ ( 154)

第六篇 制造错觉，诱人入套

62 . 图纸中的玄机/ ( 159)
63 . 材料猫腻/ ( 161)

64 . 验收 “绝活”/ ( 163)
65. 金蝉脱壳/ ( 165)

66 . “零风险”骗局/ ( 168)

67 . “无效”陷阱/ (170)
68 . 唬人的头衔/ ( 173 )

69. “可靠”靠不住/ ( 175)
70 . “资本运作” 圈套/ ( 177)

71. 虚构销售业绩/ ( 179)

72 . “替身”的妙用/ ( 180)

73 . “包装”“借壳”/ ( 183)

74 . “撬生”、“上撬”与 “接产”/ ( 187)
75. “合同纠纷”下的犯罪/ ( 191)

76 . 专利购买陷阱/ ( 19 3)

77 . 真公 司，假会展/ ( 19 6)

一 4 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 目 录

第七篇 以饭乱真，无中生有

78. 送上门的 “生意”/ (201)
79. 跨国 “承揽”/ ( 204)
80 . 技术推广与假货推销/ (20 7)

81 . 承 包之意 不在生意/ ( 20 9)

82 . “代办签证”编局/ (211)

83 . 转制中的 “商机”/ (213)
84 . 另一种托儿/ (215)
85 . 自己给 自己担保/ ( 217)

86 . 网上 “邓教，’/ ( 219 )

87 . 短消息圈套/ (221)
88. “暗箱”合同/ (225)

89. 月卜常 “解聘”/ (227)
90 . “人才交流，’中的暗流/ (229)

第八篇 隐嘴真相，次货贵卖

91 . “注水，’技术/ ( 233)

92 . 隐瞒瑕疵/ (236 )

93. “豆腐渣”装修/ (238)
94. 如此 “新品种”/ ( 240)
95 . “缩水，，房/ ( 242 )

96. 计算器算花账/ (244)
97 . 定量包装表里不一/ (247)

一 5 一



合同欺诈案例与点评

98. 虚构合同标 的物/ (249)

99 . 人造 “天然”/ ( 25 0)

100 . 商品 “化妆”/ (252)
101. “货不对板”/ (253)

一 6 一



          赣自篇
. . . . . . . . . . . . . . . .

{馨花崖睿亦:。指画霎膺





— 1. “货源”的秘密

1. “货源”丽租密

    不法分子一般以出售大宗货物为诱饵，骗取货款。为了
让受害人确信 “货源”的真实可靠，诈称他人的货物为自己
的货物。

    1999 年 10 月，四川的韩某、寇某、熊某、郑某、蒲某
共谋以做铭锭生意 为名 编取他人钱 财，并进行 了分工。n

月9 日，寇某与在广元的刘某联系，并安排蒲某到广元与刘
某商谈假货源事宜。次日，熊某带某汽车经贾有限公司代表
胡某等人 到广元查看虚假 的铝锐货源，骗得胡某的信任。11

月14 日，韩某以兴文县农垦农工商联合公司名义与该公司
副总经理 胡某签订 了购销铝锐 10 0 吨 (价值 141 万元) 的购

销合同。当天下午，韩某、寇某即窜至广元，通过刘某找到
陈某，4 人共谋带对方看假发货现场并由陈某提供假 “领货
凭证”。11 月 巧 日，韩某、寇某、郑某、陈某、刘某将经
贸有限公司的吴某、胡某带至广元火车南站，将他人铝钦谎
称为发给该公司的铝锭，并出示了伪造的 “领货凭证”。n
月 16 日，经贸公司拿到伪造的 “领货凭证”后，便按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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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将 141 万元货款汇 出。韩某、寇某、熊某、郑某随即将

该款取出，并与陈某、刘某、蒲某将款挥霍。绵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合同作骗 罪分别判处熊 某、郑某、蒲某有期徒 刑

15 年、13 年、6 年，并分别处罚 金 5 万元、5 万元、1 万
元。

    其实，这一招并不新鲜，不少奸商都会。1998 年 6 月
初，占佑权得知其表弟刘犁生可联系广东省阳春市华阳贸易
公司法人代表周建华来常宁做锡砂生意，占即与常宁市福利
总公司矿产经营部经理谭政国协商利用合同进行诈骗。之
后，占佑权到广州找到周建华商谈到常宁购买锡砂一事。占
佑权谎称纯金属量在 65 % 以上的锡砂价格为每吨 3 万元，
周听后即邀广东省肇庆市矿冶工业供销公司经理钟国华合
伙。同年 6 月 n 日，占佑权与周建华、钟国华来到常宁市。
次日，谭政国以其矿产经营部的名义与钟的公司签订了 《工
矿产品购销合同》。周、钟要求看货，谭政国即带他们二人
到常宁市白沙镇私人所办的锡矿看货。周、钟二人信以为
真，于 14 日上午预付 了 3 万元 定金给谭政 国。巧 日，当

周、钟二人要求发货时，谭政国则以锡砂价格偏低、要求纳
税等理由拒绝履行合同，且拒不退还定金，并将定金与占佑
权等人私分。

    在生意场上，眼见并不一定为实。大宗的货物交易，一
定要了解对方的实力，公司的信誉等资信状况，盲目成交，
可能就会上当。

~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