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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梁换柱隐蔽作案
按需定制应有尽有

有关制售假证的新闻并不新
鲜。如今，随着相关部门的持续
打击和一些平台的拦截措施升
级，买卖假证件或证明的商家偷
梁换柱，在灰色地带“隐蔽作案”。

“过滤关键词”是其中最明显
的变化。此前，在一些网络电商
平台、搜索引擎等，输入“代开证
明”等关键词，并不难找到相关产
品；而如今再以此关键词进行搜
索时，得到的答案均为“没有找到
相关宝贝”或“抱歉，没有找到商
品”。

不过，变换常用关键词如“证
明”或者辗转搜索引擎网页后，一
些制售假证的网店仍然可以找
到。并且在输入一些关键词后，
搜索栏会自动联想出可代替的搜
索名称，如输入“办”会联想出“办

‘征’件专业”等，点击链接后同样
可以找到制售假证的网店。

据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
学院副教授谢澍介绍，过去伪造
证明通常是以“游击队”的形式
进行，在天桥上、桥洞底等线下
进行，范围有限。但现在假证明
在网络平台即可进行交易，不仅
购买方式简易，“经营”范围也
更广。

记者近日在网络电商平台选
择5个办理假证明的网店，点击客
服咨询详情，便自动弹出类似“商
品特殊，这里不回复，咨询定制请
加V：××××××”的消息。添加好友
后，对方均发来消息询问“需要办
什么”。

当记者咨询“能否开具病危
通知书或者死亡证明”后，一卖家
回复称，“可以开证明，但要说明
原因”。记者解释“被人打伤私了
想多要点钱，不会打官司”，对方
听后拒绝道：“这容易引起纠纷，
不开。”

随后，记者以“借了网贷，想

开死亡证明来逃脱对方追账”为
由，联系另外一个卖家。对方立
即发来一些样片，有村（居）委会
开的死亡证明书、有医疗卫生机
构开的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
公安局开的非正常死亡证明甚至
还有殡葬管理部门出具的火化证
明，上面不仅有详细的个人信息，
还有相应部门的印章。

上述卖家告诉记者，每天有
几十人向其咨询证明开办事项。
便宜的病假证明只要五六十元；
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要160元到
350元不等；最贵的是各种学历技
术、毕业证书等，需要1000多元。

记者又以“要跟单位请假”为
由，在一卖家处购买一份医院病
情诊断证明书。在询问了身份、
医院信息及“要生什么病”后，对
方很快发来一张诊断证明照片，
并称花10元可以全国邮寄。该卖
家介绍，生什么病、需要几天恢
复，都由买家定。

他给记者发来一张“经营业
务范围”图片，上面密密麻麻地写
着可以开办的各种证明，“一种一
张一个价格”，仅生病一栏就有60
多种，包括肠镜、胃镜、耳鼻喉镜、
核磁共振、心电图单、彩超单、入
出院证明、精神类量表、手术同意
书等。此外，还有收入、工作、银
行交易明细单、居住证明、贫困证
明等证明。该卖家代开的证明有
近百种。

“只要你能提供所需证明的
样本格式及所需信息，即使我们
之前没做过，也可以照着做出一
样的证明。”记者联系的5个卖家
几乎一致表示。记者采访发现，
除了国内的证明文件外，他们还
可以制售国外一些国家的身份
证、居住证等。

假证流通肆无忌惮
以假乱真涉嫌犯罪

这些卖家制售的各种假证明

在现实中行得通吗？
记者花60元购买了一份用于

请假的“病情诊断证明”，向在北
京某单位从事多年人力资源工作
的刘女士咨询。她说，从之前别
人交的病情证明书来看，这份证
明看上去并无问题，应当会被准
予请假。

安徽省宿州市公安局埇桥分
局桃沟派出所民警杨俊楠介绍
称，办理死亡证明是一件很复杂
的事，有关部门不会收取费用，需
要交费才开的假证明往往是为了
满足不法要求或者通过非法手段
达到某种目的。从目前来看，所
谓代开的许多死亡证明、出生证
明等，就是根据网上搜到的一些
证明格式加私刻公章的方式粗制
滥造，时间短、成本低，还可能涉
嫌违法犯罪。

记者查询中国裁判文书网的
公开判例发现，已有多起因制售
假证或利用所购假证而因此受到
行政、刑事等处罚的事件。

例如，2020年，江苏泰州靖江
的毛某犯巨额诈骗罪被取保候
审，为了逃避刑罚，他为自己办了
一份“死亡证明”直接寄到法院，
最终以诈骗罪和伪造国家公文印
章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二年。

据上海中联（成都）律师事务
所律师郭小明介绍，死亡证明、出
生证明等一般都是由国家政府机
关、事业单位出具，许多证明都是
带有公文印章的。如果商家伪造
这种证明，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刑法相关规定，一旦查实将受到
行政拘留等治安处罚，还可能涉
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
文、证件、印章罪。

谢澍也提出，人们购买假证
的目的是多元的，比如使民事权
利义务发生变动、骗保、篡改年龄
甚至逃避刑罚，可能因此涉嫌诈
骗罪、骗取贷款罪、保险诈骗罪
等，需结合具体情况分析判定。

出生到死亡，
各类证都能“造”
起底制售假证黑色产业链

多措并举凝聚合力
斩断假证“生命线”

记者调查发现，做一份假证明
或者假证件的成本低廉，有的只需
几元钱，即使包含全套相关材料的
印制成本也只要百元左右。

成本仅几元钱的假证，又何以
瞒天过海、招摇过市？

有业内人士介绍，类似毕业证
书、身份证等证件，有网上查询或
内置磁条，即使假证再“逼真”也能
通过一定的手段识别出来，但不少
证件目前还缺乏有效的鉴别手段。

谢澍说，死亡证明、病危通知
书等一般没有防伪标识或二维码，
辨别真假仅依靠基本格式和公章，
很容易伪造，除非与出具单位具体
核实，否则很难有效防范和检测。

假证制售人员通过社交媒体、
网购平台等形式招揽“业务”已成
为这条黑色产业链的常态。那么，
目前平台方对此的监管情况如何？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发现此前
某新闻报道中出现过一张带有办
假证联系方式的图片，该报道已对
该账号贩卖假证行为进行揭露。
但12月16日记者发现此号还能正
常使用，并于当晚9点联系了对方。
该账号客服称，他们仍在制售假
证，并发来许多假证明样片。记者
从该客服处获知，他们有专门的造
假工厂，每天来咨询的人很多，之
前的新闻报道中即使有他们的联
系方式也没产生丝毫影响，还表示

“这东西没人查也查不到”。
谢澍认为，针对通过网店制售

假证的犯罪行为，如果平台方监管
缺失，或者应监管而没有尽到监管
责任，将承担法律责任。电子商务
法第十三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
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应当
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和
环境保护要求，不得销售或者提供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交易的商品或
者服务。

郭小明则建议，治理假证泛
滥，一方面需要公安机关和监管部
门加大执法力度，坚决查处伪造证
明文件的违法犯罪行为；另一方
面，制发证件、证明文件的职能部
门，应完善信息资源库建设，设置
防伪标识，开通便捷的防伪核验渠
道。相关部门要强化联动机制，在
审核文件、材料时，实现信息共享、
互通，还要加大对伪造证件、证明
文件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强普
法宣传，在全社会形成高压态势，
教育引导社会大众不要制作或使
用伪造证件和证明。

据《法治日报》

“需要办
什么证？”

“是不是
请假用的？”

“开具死
亡证明的原因
是什么？”

……
每一个问

号背后，都可
能是一桩假证
交易。

记者近日
调查发现，随
着执法力度的
加大，现实生
活中“办证+电
话号码”的办
假证广告越来
越少，但网上
制售假证的商
家 仍 然 猖
獗——— 居民身
份证、出生医
学证明、驾驶
证、病假条、入
职体检报告、
贫困证明、死
亡证明等各种
证件证明应有
尽有，并且仅
需几元钱的成
本，制出假证
能卖几百元甚
至上千元。

这条制售
假证的黑色产
业链是如何形
成的，又该如
何斩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