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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易主的“二手”豪车、身份不断

变换的修理工、频繁的碰撞事故、高额的

保险理赔款……近期，北京、天津、辽宁

等地警方陆续侦破多起车险诈骗案件，

其中仅一个犯罪团伙的涉案金额就达近

千万元。

记者调查发现，车辆保险近年来被一

些不法分子视为“发财险”，成为保险类诈

骗犯罪的“重灾区”。车险诈骗行为不仅

给保险公司带来经济损失，也严重侵害了

承保人的合法利益。

“谁动了我的出险记录？”

“我的车子居然有六次出险记录，你

们保险公司怎么搞的？”不久前，在天津市

南开区一家保险公司大厅内，周女士和保

险公司业务员因为自家名牌车辆出险问

题起了争执。

“这辆车我都不常开，平时就放在汽

修厂定期做过几次保养，怎么可能出这么

多问题？”周女士据理力争时，业务员拿出

一张张带有其签名的理赔单、委托书、事

故证明书，让周女士愣住了。

无独有偶，天津市民刘先生在登记售

卖二手车时，也发现了出险记录的蹊跷：

平时只发生过剐蹭事故的车辆，竟然有多

次与豪车相撞的记录，并获得保险公司不

菲的赔偿……

一个个案件线索被天津市公安局经

侦情报导侦联勤中心通过大数据筛查敏

锐捕捉。“我们发现许多事故都与豪车有

关，且同一豪车经常变换车牌，接二连三

出事，这就有些蹊跷。”天津市公安局经侦

总队五支队副支队长何连宁说。

相关线索被迅速移交至天津市公安

局南开分局，通过细致梳理、缜密分析涉

案车辆和上千起事故理赔信息，南开区一

家汽修厂的负责人潘某进入警方视野。

“几十起事故主责车辆大都在潘某的

修理厂进行保养或维修，那些‘被撞的’豪

车则是登记在潘某名下，然后又多次转手

给了她的员工或亲属。”专案民警、南开分

局打击犯罪侦查支队五大队一级警长王

晓岳说。

在对团伙人员、涉案资金、涉事车辆

综合分析后，一起系列骗保案的脉络渐渐

清晰，以潘某为首的保险诈骗犯罪团伙随

即落网。

多个理赔环节被利诱失守

经民警讯问，潘某逐渐交代了犯罪事

实。

2015年年底，她开始策划伪造车辆严

重碰撞或浸泡受损事故，骗取保险理赔。

她以员工董某、杨某等人的名义，先后注

册了 6家汽车维修企业，之后几人便故意

制造事故，并由董某、杨某等人冒充事故

车辆驾驶员申报理赔，骗取保险公司理赔

金。

经查，该团伙自 2016 年起，实施保险

诈骗犯罪共计百余起，涉案金额近千万

元。其中仅通过一辆车的 5次伪造事故，

便骗保近百万元。

办案民警介绍，这些事故大致分为几

个步骤：将豪车的好零件换成旧零件，在

修理厂发生“碰撞”；将豪车开往“事故地

段”伪造现场，骗取交警的道路交通事故

认定书；冒充车辆驾驶员，以车辆投保人、

被保险人的名义，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他们用成本极低的旧零件冒充原

件，撞坏后虚高报价骗取理赔款。一旦得

逞，再换回原来的零件，车辆恢复如初。”

王晓岳说，在伪造事故、虚高报价、低价维

修的隐蔽作案过程中，修理工、理赔员、车

主等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

潘某手下的员工董某长期配合作

案。作为回报，潘某长期给董某好处。

保险公司的一些业务员也成为“内

鬼”。在车辆定损理赔过程中，某保险公

司原业务员张某的名字反复出现在 10余

起“事故”中。

对于这些“事故”，有些车主并不知

情，但也有一些车主自愿配合骗保。

“修车不要钱，只要把车长期放在修

理厂，到时候还发红包呢。”因参与骗保遭

受处罚的车主郭某交代，当初到汽修厂修

车时，工作人员这样诱导他。对方称，如

想得到优惠，需允许其将旧零件安装到车

上，假装一起交通事故。

起初郭某有些犹豫，但工作人员打

包票：获得理赔后，不仅车辆恢复原样，

还能分到钱。经不住诱惑的郭某便答应

下来。

警方调查发现，郭某仅省下几千元的

车辆维修保养费用、得了几百元钱红包，

汽修厂却多次利用郭某的车伪造豪车碰

撞事故，骗取高达40万元的理赔款。

其后，潘某因犯保险诈骗罪、诈骗罪

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董某犯保险

诈骗罪、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其

他团伙成员也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

加强监管打击应对
车险诈骗手段升级

近年来，保险欺诈团伙化、职业化、跨

地区、跨机构案件渐趋增多。

今年 3月，北京警方打掉一个故意制

造事故实施骗保的专业保险诈骗犯罪团

伙。此案中，某保险公司在职员工与离职

员工、定点汽修厂内外勾连，通过虚构、故

意制造车辆事故或对事故扩损等手段骗

取理赔款。

不久前，辽宁警方也破获一起自导自

演伪造车祸骗保的案件，10名犯罪嫌疑人

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王晓岳说，不少案件中，保险公司理

赔员处置时不到事故现场，有的“快处”签

字仅是代签。保险公司应完善内控机制，

对核保核赔等重要岗位加强监督约束。

同时，也要加强守法合规与廉洁自律教

育，提升员工的职业道德与素养。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起草

《反保险欺诈工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

组织架构、内部控制、风险识别与处置、信

息系统和数据管理等方面对保险机构反

欺诈职责任务予以规定。

大数据智能化建设也可对此类犯罪

形成更有效的监管和震慑。据何连宁介

绍，天津市公安局经侦情报导侦联勤中心

成立后，借力大数据开展重点领域经济犯

罪形势分析和重大线索研判。2022 年以

来，已发现并打掉 10余个车险诈骗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 60 余人，涉案车辆近百

辆，金额达数千万元。

记者注意到，在潘某系列车险诈骗案

件中，有十几名车主也受到法律制裁。警

方提示广大车主和保险理赔人员，切莫贪

图小利而触碰法律红线，否则可能会因涉

嫌保险诈骗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若发

现相关违法犯罪线索，应及时向公安机关

举报。 文图均据新华社

这些豪车为何“事故”频发？
——起底车险诈骗

发财险。

2024“博士沈阳行”将于 5 月 29

日-31日在中国工业博物馆举办。本

次活动征集到东北三省一区465家单

位，联合发布博士岗位招聘信息6175

个。

招聘单位中，中国社科院自动化

所、中国航发发动机所等23家科研机

构，发布招聘岗位 679 个；大连理工、

东北大学、辽宁大学等42所高校发布

招聘岗位1295个；67个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工作站及辽宁省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发布岗位432个。

明星企业求贤若渴，中国航发、

中国黄金、渤海集团、中智集团等 25

家央企发力沈城，发布岗位641个；鞍

钢集团、科隆精密化工、金发科技等

17家上市公司提供招聘岗位159个。

沈阳作为东道主，235 家单位发

出用人需求，发布博士岗位 2747 个，

这在历史上属于东北地区集中联动

招聘博士规模最大的一次。汽车及

零部件、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

航空航天、新材料等10个产业集群的

链上企业拿出最优质的岗位，发布招

聘岗位256个。

“三省一区”事业单位提供工作

岗位1696个，主要集中在医疗、教育、

金融和社会管理创新岗位。薪酬待

遇十分优厚。

各用人单位不仅为广大人才提

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和成长岗位，还

提供了优质的薪酬。除事业单位根

据人才层次给予安家费、科研启动经

费支持外，科研院所和企业招聘岗位

年薪平均 21 万元，年薪 30 万以上岗

位475个。

对来沈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按照

每人每年3万元（博士）、1.44万元（硕

士）、0.72万元（本科）的标准发放生活

补贴（含租房补贴），最长发放 3 年。

博士生到沈就业可直接认定为D类人

才，纳入沈阳人才储备库。对有创业

意向的，提供最高 400 万元的创业担

保贷款和相应的贴息补助，同时还可

享受两年免费入驻孵化平台，或两年

内最高6万元的创业场租补贴。

辽宁省各市为人才提供了153个

免费游览的国有景区（其中，沈阳市

有故宫等38个，省内其他城市有本溪

水洞、千山风景区、关门山风景区等

115个）。

开设人才驿站，每天提供 500 间

“人才驿站”保障能力，来沈求职高校

毕业生免费入住 15 天。建设沈阳市

人才服务数字化平台，上线运行“沈

阳人才”APP，实现人才认定、政策兑

现、创新创业等 40 余项服务“一网通

办”、直达直办，提供“管家式”“保姆

式”服务。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2024“博士沈阳行”活动
5月29日-31日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