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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薪团伙到底使用了什么样的诈骗
套路？让我们从一家被害公司的遭遇
讲起。2022年8月，上海一家网络科技
公司（代称“网科公司”）也发布了招聘
销售人员的信息，很快一名姓杨的应聘
者凭借出色的工作履历和销售能力被
公司录用。

在获得网科公司负责人罗先生的好
感后，杨某某提出了让自己手下的销售
团队一同入职的要求，这家公司最终同
意了杨某某的要求。从2022年 9月开
始，杨某某和他的销售团队共8人入职
了网科公司，杨某某的职位是销售总
监，月薪3万外加销售提成，其他销售人
员月薪1万。

入职第一天，老板罗某发现包括杨
某某在内的8个人一个都没来公司。打
电话联系了杨某某后，罗先生得到了这
样的答复：“我们做销售的人是在市场上
的，不需要坐班的，只要我们建一个群，
在群里面就是相当于打卡一样，报到一
下就OK了。”

过了一个月后，罗先生提出，要办几
场路演活动，向客户详细介绍一下项目
内容，并让销售团队组织目标客户来参
加。随后三场路演活动相继举办，虽然
有几十名客户参加了这些活动，但最终
没有一人实际投资。

很快时间到了第三个月，此时，网科
公司已经向杨某某和他的销售团队支付
了20多万元的薪资，但始终没有谈成一
笔生意。于是网科公司提出了要解除劳
动合同的想法，为此双方产生了劳动争
议纠纷。

就在杨某某和网科公司发生劳动争
议纠纷的时候，杨某某与另一家咨询公
司也发生了劳动争议纠纷。按说，一个
人不可能同时在两家公司上班，杨某某
这是怎么回事呢？一个杨某某错发的文
件，戳穿了他自己精心设计的骗局。

2022年9月，上海一家企业咨询公
司（代称“企询公司”）发布了销售岗的招
聘信息，一个无论是专业背景还是工作
履历都非常符合条件的应聘者很快被看
中，这个人就是杨某某。

杨某某顺利地在企询公司获得了销
售总监的职位，底薪2.5万元，此外每月
还有报销额度。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后，企询公司发
现，杨某某不仅业务毫无进展，而且每个
月报销的费用也十分异常，除了交通、餐
饮、娱乐之外，还包括购买手机、珠宝甚
至搬家等等。

在先后支付了杨某某薪水以及报销
费用共计8.6万元后，2022年11月底，公
司财务要求杨某某对报销的费用进行对
账，这时杨某某发来了一张文件的图片，
然而公司财务发现，这并不是对账单，而
是杨某某与网科公司的工资纠纷告知书。

随后，企询公司与网科公司取得了
联系，经核对，两家公司才发现，原来
2022年9月到11月期间，杨某某竟然同
时供职于他们两家公司，随后这两家公
司一起向警方报了案。

高薪聘请了销售精英和团队，业绩不仅
没有任何提升，反而陷入了劳动纠纷中，这是
上海数百家企业经历的糟心事。

直到警方介入，这些公司才明白，原来他们遭遇了
骗薪诈骗。骗薪人员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诈骗了数百
家公司5000多万元。

200余名人员两年时间
骗了数百公司5000多万

“薪”骗局

接到报案后，警方经过近4个月的侦
查梳理，发现这些案件并不是孤立的个
案，而是一个连续作案时间长达两年之
久的系列骗薪案件。在随后展开的集中
抓捕行动中，警方先后抓获了骗薪人员
200余名。其中一人竟然入职了211家
公司，骗取薪金276万余元。

检察机关在对案件进行审查过程中
发现，这些骗薪人员应聘的都是销售岗
位，他们追求的是在最短的时间里针对
更多公司骗得更多的薪水，也就是同一
时间入职尽可能多的公司，同时实施骗
薪行为，其中一名叫徐某某的犯罪嫌疑
人尤为突出。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
察部检察官助理王刚介绍，骗薪人员之
一的徐某某自2020年1月以来，一共入
职了197家单位，一共领到的工资性收
入是206万余元，单月最多入职的公司
家数是17家。“我们统计了一下，他这17
家的薪资是超过10万块钱的，就是说他
一个月就有10万块钱以上的收入。”

徐某某的妻子管某某同样也是一名
骗薪人员，她号称自己“每个月业绩能上
亿”。据调查，管某某的骗薪行为同样触
目惊心。她自2021年1月以来，一共入
职的公司是211家，领取到的工资性收
入是276万余元，单月最多入职的公司
家数是23家，比徐某某还要多一点。

而骗薪人员杨某某，经过审计认定，
两年多的时间，杨某某的骗薪所得达74
万多元。经查，除了徐某某、管某某、杨
某某三人之外，涉案的200多人中，骗薪
数额超过50万元的还有数十人，全案骗
薪总金额超过了5000余万元。

这些职业骗薪人为什么能屡屡得
手？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司法机关发现，这
些骗薪人员为获取招聘企业的信任并赢得
工作机会，可谓做足了准备，不仅抓住了
这些公司渴求业绩的心理，也会针对不
同岗位，把自己打造成“完美应聘者”。

司法机关在案件办理过程中发现，
这些骗薪人员在应聘的各个环节都进行
了有预谋的精心策划，可谓是套路满满。

据办案机关介绍，这些骗薪人员物
色的被害企业大都是一些规模较小的金
融理财类公司，因为这类公司的销售岗
位通常不用坐班，背景调查也比较宽松，
方便他们同时在多家公司行骗。而为了
能够行骗成功，这些骗薪人员首先会在
投递的简历上做文章。

骗薪人陶某某被抓获后坦白说：“在
一些直聘网上面清晰地看到他的要求，
既然他有什么要求，那么就按照什么要
求来标配我们自己的个人设定，比如说
学历他们可能会要求名校毕业或者说是
经济专业，或者说出身背景是银行之类，
我们就会把学历先是改成那种MBA或
者说EMBA也可以，主要说明我们有这
样的实力。”

经查，徐某某、杨某某两名犯罪嫌疑
人都是初中毕业，但经过“包装”，他们在
简历中摇身一变成了金融或经济专业的
大学毕业生，然而这些毕业证和学位证
都是他们伪造的。而对于以往的工作经
历，他们也会有针对性地进行虚构。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
察部检察官薛松介绍，对于久远的简历，
他们（骗薪人员）会找一些比较大的公
司，甚至是杜撰出一些假的公司。假的
离职证明上面显示的单位往往是一些很
小的单位。小的公司联系方式不太容易
核实到，一些大的公司时间比较久远，也
不太容易核实到。

这个到手月工资3万多元、提成10
万元上下的银行流水电子文件，是这些
骗薪人员伪造的另一个重要作案工具。
通过这些假的工资提成流水，他们不仅
可以主张更高的薪资和待遇，同时也从
另一个侧面证明了他们有完成大额融资
或销售业绩的能力。

此外，这些骗薪人员有时候还会提
出带团队加入招聘的公司，按理说，人越
多越容易暴露，那他们又为什么会这么
做呢？办案检察官介绍，这背后仍然是
利益的驱使。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
院第一检察部检察官石玮说：“如果是头
部的人带团入队的，他们的抽成也会达
到40%以上。”

陶某某介绍：“比如说拿8000工资，
你要给我50%，就是你要吐4000给我，
所以有些人他可能带一个团队，他一个
月就赚两三万，但是加上他团队里面所
有人返现给他钱，他一个月就可以赚高
达10万元。”

按照规定，一个劳动者只能在一家
公司缴纳社保和公积金，同时入职多家
公司进行骗薪是存在障碍的，频繁更换
单位缴纳社保和公积金也会引起招聘
公司一方的警觉。这些骗薪人员是如
何绕开这个障碍的呢？

薛松介绍，如果说一旦查出来真实
的社保，被害单位会发现每个月都在换
着缴社保的单位，所以容易露馅，所以
他们是拒绝被害单位给自己缴纳社保
的。

陶某某说：“他只会拖延，就是说上
家公司没有退出之类的，我也在跟上家
公司交涉，可能上家公司的人事已经离
职了，或者说直接跟老板谈妥，说等我
转正之后你再给我缴，老板也会觉得这
样挺好的，我也省一笔钱。”

通过这样的理由，这些骗薪人员往
往能够在受害企业轻松过关，随后为了
尽可能多地骗取薪资，这些骗薪人员就
会开始他们的“表演”。由于销售岗位
往往对考勤没有硬性要求，因此骗薪人
员每天都会声称自己在外面跑业务，并
且定期提供虚假的项目进展报告和工
作日志，营造出努力工作的假象。

然而时间长了，始终没有业绩，难
免会引起公司的怀疑。为了继续蒙混
过关，骗薪人员还会找来“托”扮演假的
客户。

编写假的工作日志，找“托”冒充客
户，这些行为在骗薪人员圈子里被称为

“稳盘”，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可能
延长骗薪时间，骗到更多的薪水。一般
到了三个月试用期临近的时候，用人企
业对于始终无业绩的骗薪人员也会失
去耐心，提出解除劳动关系或者停发少
发薪水的要求。此时，骗薪人员就会使
出他们屡试不爽的“撒手锏”。“他们在
离职后主打的就是翻脸，通过劳动仲裁
这些所谓的合法手段。”石玮说。

薛松介绍，从劳动仲裁机构当时的
角度来看，他看到的是一个一个的个
案，看不出来这些人使用虚假的手段去
进行骗薪的实质，所以他们只能从表面
上来看，我给你提供了几个月的劳务。
虽然没有业绩，但是按照合同规定你应
该付给我底薪，所以这种情况下往往倾
向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但是实际上这
些骗薪人员不是劳动者，所以导致被害
单位在劳动仲裁当中往往成为一个所
谓的弱势群体，要么是败诉，要么是双
方调解。

从2023年10月起，上海市浦东新区
人民检察院以诈骗罪对杨某某、徐某某、
左某某等人陆续提起公诉。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
相继对杨某某、徐某某、左某某等人判处
十一年三个月至八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并处相应罚金。检察机关对职业骗薪犯
罪成因进行分析后认为，被害公司在招
聘环节、背景调查、社保公积金缴纳、日
常管理等环节存在漏洞或者管理不严，
让骗薪人员有可乘之机。

检察机关对金融、销售等八个行业
六十四家单位发出检察建议，帮助其强
化、规范人事管理、绩效管理、社保缴纳
等，降低被骗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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