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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完房租交完房租，，中介跑路中介跑路

警惕房屋租赁骗局警惕房屋租赁骗局
■新华社记者 吴 刚  高松龄

租客才住一周就遭驱赶，
房东迟迟未收到租金，中介携
款跑路……近期，河南省郑州
市公安局管城分局经侦大队侦
破多起房屋租赁诈骗案，涉及
700 余名受害者，涉案金额
2000余万元。

截至目前，警方已抓获主
要犯罪嫌疑人11人，其中4人
已被判刑，7人正在进一步走司
法程序。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
住房租赁诈骗案件频发，给租
客和房东带来重大经济损失，
值得警惕。

交了房租却遭驱赶

“我签了一年的租赁合同，
才住了一周就被赶了出来。”
郑州的郑女士说，她通过河南
宏某有限公司租了套房子，刚
住下不久，房东突然上门让其
搬走。

“按照中介要求，我付了一
年的租金21000元，合同上也
清楚地写着已付全年租金，可
房东却说没有收到租金。”遭到
驱赶后，郑女士困惑不已，再联
系中介时已不见其踪影。

另一名受害人薛先生也遇
到了同样的情况。在郑州打工
的他，为了方便孩子上学，准备
在学校附近租套二居室。河南
宏某有限公司给出的租金报价
低于市场价格，他立即交了一

年的租金18000元，外加押金
2000元。可刚刚入住不到一
个月，房东同样以未收到租金
为由驱赶他。

近段时间，郑州警方陆续
接到群众关于房屋租赁诈骗的
报警。受害者均表示，与中介
公司签订租房合同，支付全额
房租后不久就被房东驱赶，房
东则称并未收到租金。当租客
和房东再去找当初签订合同的
中介公司时，发现公司早已人
去楼空，关门跑路。

“我们成立专案组，梳理案
情，揭开了中介公司以‘高收低
租、长收短付’模式的合同诈骗
内幕。”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
经侦大队大队长陈守亮说。

在对团伙人员、涉案手
段综合分析后，多起合同诈
骗脉络渐渐清晰，以王某杰
为首的合同诈骗犯罪团伙随
即落网。

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人民法
院一审宣判认定，被告人河南
宏某有限公司区域总经理王某
杰伙同他人，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特
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
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三万元。

“赔本”合同后隐藏猫腻

“我们向房东高价收房，但
只付给房东两个月左右的房
租；再用低于收房的价格，将房

子出租，从租客处收取一年或
两年房租，把租客的钱先圈到
手里。”此诈骗案犯罪嫌疑人王
某杰供述。

经查，涉案中介公司共有
三家，该团伙自2023年2月至
2023年11月间，共对700余名
租客实施诈骗，涉案金额2000
余万元。

郑州市公安局管城分局在
侦办案件过程中发现，房屋租
赁中介合同诈骗团伙手段隐
蔽，链条完整，大量租客和房东
上当受骗。

“他们在作案辖区内注册

房屋租赁公司，招收大量业务

员，以托管房屋的方式，通过线

上和线下收集房源；与房东签

订合同时，承诺支付一个月押

金并按月支付高价租金。通过

‘高收、短付’的形式，他们在短

时间内便可积累大量房源。”办

案民警介绍。

收集到房源后，房屋租赁

中介公司再采用“低租、长收”

的形式，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低

价房源吸引租客。“我们向外出

租时，月租金通常比托管价格

低300元至800元。租户租期

越长，租金就越低，目的就是为

了骗租客签下长期合同，提高

支付总费用。”犯罪嫌疑人王某

杰供述。

“支付房东的租金是按月
支付，而收取租户的却是一次
性半年或一年的房租，这样‘少
出多进’的方式就能圈到更多
钱。”王某杰供述，公司以“高收

低租、长收短付”模式骗取众多
租户房租后，就关掉公司，携款
潜逃。

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发
现，该模式还存在“传帮带”现
象，以老带新传授技巧和方法，
新公司复刻犯罪手段再次实施
合同诈骗。

“在办理河南宏某有限公
司案件时，我们发现另外两家
公司经理黄某、郭某都曾经在
该公司工作。而后，两人分别
成立房屋租赁公司，并以相同
模式实施合同诈骗。”陈守亮介
绍，经并案研判后，发现嫌疑人
员互有交叉，形成“托管、出租、
复制”为一体的新型房屋租赁
中介合同诈骗模式。

警惕低价诱惑
谨防租赁骗局

近年来，类似的租房骗局
在全国多地陆续发生。今年5
月，多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
文称，在北京市昌平区某社区
租房遭遇“陷阱”：租期未到，

“二房东”携款失联，房东要求
租客搬离。报警后，“二房东”
张某被刑事拘留。

2021年 4月，公安部会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六部委联
合发布《关于加强轻资产住房
租赁企业监管的意见》，要求规
范住房租赁经营行为。住房租
赁企业单次收取租金的周期原
则上不超过3个月；除市场变
动导致的正常经营行为外，支

付房屋权利人的租金原则上不
高于收取承租人的租金。住房
租赁企业单次收取租金超过3
个月的，或单次收取押金超过1
个月的，应当将收取的租金、押
金纳入监管账户。

针对房屋租赁诈骗案件高
发情形，警方特别提醒广大房
东和租户在租赁房屋过程中提
高警惕，避免陷入“高收低租、
长收短付”骗局。

办案民警指出，房东在选
择房产中介公司时，切勿因贪
图省事或追求高额收益而轻易
将房屋授权托管给来路不明的
中介公司。应现场查看其各类
手续是否齐全，并重点关注中
介公司的成立时间、经营规模
等信息，以确保其合法性和可
靠性。

对于租户而言，在支付租
金时，不要因贪图便宜而选择
租金明显偏低的中介公司；应
了解并参考想要租住区域的平
均租金，若租金价格异常低廉，
可能存在风险。

其次，租户在租房时，尽可
能选择房东和租户直接租赁模
式；若遇到“二房东”，务必核查
房屋相关证件、授权委托手续
等，确保租赁关系的真实性、合
法性。租户应尽量避免一次性
支付超过6个月的房租，以减
少经济损失的风险。

此外，公安机关呼吁广大
市民，房屋租赁过程中如发现
可疑情况或遭遇诈骗，要及时
向公安机关报案。

■人民网记者 宋子节

“用 AI 伪造学生同事近
7000张裸照”。近日，该话题
在网络上引发广泛热议。犯罪
嫌疑人白某某原本是一家互联
网公司的技术员，他用AI“一
键去衣”技术伪造淫秽图片，每
张1.5元卖出。图片涉及女性
人数多，包括学生、教师、同事。

用AI技术给他人换脸，是
自娱自乐还是侵权行为？如果
遭到侵权应如何维权？围绕相
关话题，人民网采访有关专家
进行解答。

有人模仿你的脸
“AI换脸”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近年来，一些有专业特效
知识背景的博主会将影视剧素
材“变脸”后发到网上，以追星
或者恶搞等方式吸引流量。

热播剧《狂飙》播出后，网
上流传着流星花园版“安欣与

高启强”小视频，用AI技术给
剧中人物换脸，其产生的娱乐
效果引发热议。

随着技术门槛逐渐降低，
普通网友也可以通过各类APP
将自己的脸替换到他人的图片
或者视频中，营造“身临其境”之
感。记者发现，这类APP主打

“一键换脸”“几秒易容”等，“AI
换脸”的技术下沉逐渐显现。

然而，在本人不知情的情
况下被“AI换脸”的情况也会
发生——有网友在地铁上的照
片被“一键脱衣”，一张普通的
照片竟然成“裸照”。

针对这一现象，中央民族
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梁指出，首
先要对人工智能应用违法的侵
权主体进行明确划分；其次要
对人工智能应用违法责任（后
果）分担机制进行构建；再次，
在综合考虑法理及社会利益的
基础之上进行科学立法，建立
健全人工智能应用相关法律体
系，推动技术研究及科学发展，

加强监督监管机制。
“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丑

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
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
权，除法律规定的如新闻报道
等合理使用情况外，未经肖像
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
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北京德翔
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希解释说。

有偿传授技术
是合法盈利还是帮助侵权

目前，一些掌握“AI换脸”
技术的人依靠该项技术做起生
意。有偿传授技术，可能是合
法盈利，也可能是帮助侵权。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发现
多家店铺出售“AI换脸技术”

“AI配音神器”等课程，售价在
十几元到上百元不等。据媒体
爆料，有网友询问特效师：“（教
程学会后）岂不是想亲谁就亲
谁？”店家回复称：“学会我的教
程就可以。”

实际上，如果涉及传播淫
秽色情内容，那么这种噱头可
能涉及“帮助侵权”。“依照法律
规定，明知会造成民事侵权，故
意向他人传授实施可能违法的
具体经验和技能的行为，可以
构成帮助侵权。”李梁表示。

“如果明知他人想制作淫
秽视频传播或者牟利的，可能
涉嫌成为传播淫秽物品罪或者
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的共犯；
如果明知他人有犯罪行为而依
然传授的，可能涉嫌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李梁进一步
指出。

监管规范有待推进
“AI生成”不能碰触法律红线

伴随AI技术的发展，相关
合法使用监管规则亟待推出。

2022年 11月 25日，国家
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
合成管理规定》。其中明确提

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
深度合成服务制作、复制、发
布、传播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
信息，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
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损
害国家形象、侵害社会公共利
益、扰乱经济和社会秩序、侵犯
他人合法权益等法律、行政法
规禁止的活动。

2023年 7月，国家网信办
等部门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生成式
人工智能产业给出较为详尽的
规定，其中包括技术发展与治
理、服务规范等。

“人工智能应用在民事及
刑事等方面法律问题频发，人
工智能的非法应用及技术漏洞
对伦理道德、隐私权益、财产安
全、系统安全等方面造成威胁。
法律不能作壁上观，应当进行
规制。”李梁表示，“完善人工智
能研发、供应、使用、管理及事
发处置机制，让人工智能在法
治的轨道上合理运用。”

AIAI技术技术““换脸换脸”，”，哪些底线不能碰哪些底线不能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