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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注册资料作假，改牌车
的背后也带来一些隐患。比如乘
坐改牌车出现事故或受到人身侵
害，该如何维权？被冒用信息的
人员又会承担何种风险？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
师张新年认为，如果实际发生交
通事故的车辆登记为非营运车
辆，属于借名登记，且实际运营

车辆的车辆所有人很有可能未
告知保险人，一旦发生事故，乘
客和车主均可能面临保险公司
拒赔风险。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韩骁
律师则认为，根据《民法通则》规
定，购买他人信息注册网约车司
机账号的行为侵犯了他人的姓名
权，应承担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赔礼道歉等责任。同时，这些账
号注册代办人和网约车司机共同
以虚假资料注册，构成欺诈。

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薛正懿
律师表示，网约车平台、网约车司
机和乘客三者之间是网络交易平
台、服务者和消费者的关系。如
果有证据证明网约车平台没有尽
到基本的监管义务，乘客可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要求网约车
平台承担连带责任。

韩骁认为，应加强对网约车
平台的监管，督促平台公司积极
地履行监管义务。同时，相关部
门应加大车辆的资格审查以及相
关惩戒的宣传，从根源上杜绝这
种行为的发生。（何奇、季晓东均
为化名） （新京）

利用平台系统漏洞 网购身份信息 多重作假骗审核

网约车“改牌做号”生意火爆的背后

据《新京报》报道，常坐网
约车的乘客可能会遇到这样一
幕：系统显示接单的是这辆车，
可来的却是另一辆车。对方的
解释多是“今儿开老婆的车”

“换车了系统没改过来”等。
事实上，这些车里面有一

部分为“改牌车”。而一条以收
售公民个人信息为支撑、利用
网约车平台审核漏洞进行“改
牌做号”的网络黑色产业链继
而浮出水面。

有做号者称，他们通过专
门渠道可以买到有指定要求的
驾驶证、行驶证、个人头像照片
等多项公民个人信息。而喊价
200元至400元的做号业务，实
际成本仅几十元。

有律师表示，买卖个人信
息和车辆信息、用他人信息注
册网约车司机账号等行为本身
已经违法。更重要的是，网约
车平台应加大监管力度，以杜
绝不法行为的发生。

5月 12 日晚，何奇的微信
收到一笔450元的转账。这是
他替一名车主通过“改牌注册”
获得网约车司机账号后的劳务
费。一年多以前，他开始专门
从事这样一种服务。在他的操
作下，一些本来在门槛之外的
车主被“重塑身份”，成功获得
了网约车司机的账号。

在网上搜索“改牌做号”等
关键词，能找到多个与之相关
的QQ群和贴吧。大多广告打
着“解决京牌、沪牌、浙牌、粤
牌，解决封号”等旗号招揽生
意。何奇也是其中一员。2016
年3月，他与朋友开办工作室，
专门帮车主“改牌做号”。如
今，他的业务已遍布多个城市，
在他创建的做号 QQ 群中，上
海群约2000人，北京群也有上
百人。多年前，何奇为赚钱从
安徽老家前往上海。在网约车
刚刚兴起之时，他也加入到跑
单大军。尽管干网约车一个月
收入过万元，但他还是转行开
始“改牌做号”。他在网上找人
拜师，“总共花了四千多块钱，
全学会了”。

“那时候还不流行‘改牌做
号’，很多人不懂。”何奇说，“改
牌做号”业务的出现和兴起源
自一些网约车司机的需求。比
如，有的网约车司机想多开一
个司机端账号，但同一个驾照
不能开两个号，就需要做一个
号出来；另外，针对一些网约车
平台“异地运营车辆不享受平
台奖励”的规定，外地牌照的司
机也想通过“改本地牌照”的方
式来获取平台奖励。最关键的
是，他更看好“改牌做号”的“钱
景”。他说，有个朋友曾找人改
牌花了 160 元，听对方说成本
才几十块钱。

今年5月8日，记者以改牌为
由，添加了何奇的微信。随后，记
者将一辆津牌红色雪佛兰科鲁兹
的车辆信息和一张名为季晓东的
未满三年驾龄的驾照提供给了何
奇。第二天，记者便接到了某网
约车平台发来的“您已通过车主
审核”的短信通知。记者注意到，
该账号司机姓名显示为季晓东，
登记车辆为“京 Q”牌照，车型同
为红色雪佛兰科鲁兹，车主姓
董。在线时间、接单数和账户余
额均显示为“0”。

记者调查发现，正规渠道注
册网约车司机，一般需通过信息
提交、系统审核、人像验证等步
骤。事实上，这些环节，做号者可
利用系统漏洞或者资料作假，轻
易完成改牌注册。

何奇说，成功进行改牌注册
需绕过系统设定的几项限制，包
括车辆信息验证、人像认证等。
这些都能使用技术手段破解。做
改牌业务，要给司机安排一套新
身份用于注册提交，这需要大量
购买身份信息、驾照信息及车辆

信息等。在他看来，没有买不到
的个人信息。他自称买过湖北、
江西、福建、广东、北京、天津、河
北、上海、安徽、江苏、浙江等多地
的车辆信息，甚至可以买指定尾
号的车牌号信息。

记者通过检索相关关键词发
现，有QQ群专门收售个人信息。
在一个拥有130名群成员的“驾照
信息”QQ群中，每天都有人询问
是否有驾驶证、行驶证、身份证、
个人生活照等信息出售，同样，群
里也有人叫卖各类信息，一般仅

两元一套。
他“自我揭秘”称，记者所拿

到账号中名为季晓东的司机，其
实并非此前交付驾照的那名“季
晓东”。因为季晓东的驾龄未满
三年，因此无法注册，他买到了姓
名同为“季晓东”的符合注册要求
的驾照信息。这被做号业内称作

“同名端”。
除了何奇，记者还联系了多

名承接改牌注册业务的做号人，
都宣称即便没有驾照、没有车辆，
也能成功为客户开通账号。

一些网约车平台标榜对司机
进行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三证
验真和背景审查，在何奇等做号
者看来，这些审核几乎形同虚设。

何奇说，所谓的“三证验真”
仅能保证证件本身是真的，却无
法保证证件、司机、车辆三者完全
匹配。因此，做号者买来的信息
就能轻易通过审核。

他解释说，比如客户的车是
一辆外地牌帕萨特 ，车牌尾号
Z637，如果买不到尾号Z637的京

牌帕萨特信息，但能买到尾号一
样的京牌奥迪。注册时，车牌、车
主和车辆注册日期都填买来京牌
奥迪的信息，车型和颜色还是填
帕萨特的信息，也能通过验证。

记者测试后发现何奇所言不
假，如此注册成功的账号内“我的
车辆”一栏下，车辆图片仅是一张
车型剪影，并无实际车辆图片。

作为成功拿到司机账号前的
最后一道验证程序，“人脸识别”
也遭遇尴尬。何奇只用一个 3D

照片软件便骗过了这一程序。
以记者拿到的季晓东账号为

例，何奇说，他记下了买来的季晓
东身份证号，再通过该身份证号
买到其头像照片。这种头像照片
可能来自于身份证，或驾驶证、暂
住证、毕业证等有头像照片的各
类证件，“肯定能找到，然后用手
机拍下来或者截图就行了”。

何奇说，通过一款3D照片应
用软件，将买来的头像照片上传，
即可渲染成 3D 效果，并实现眨

眼、张嘴等动作，只需几秒就能通
过“人脸识别”验证。在通过“人
脸识别”验证后，车辆便可开始接
单出车。

不过，改牌后，账号的司机信
息并非本人，涉及的银行卡绑定
取现如何实现？对此，何奇说，个
别平台在给司机打款时，只核对
账号绑定的银行卡是否与司机同
名，并不核对司机与银行卡主身
份证号是否一致，这便给做“同名
端”留下了空子。

成立工作室改牌做号一年
多，何奇已开始广发帖子收徒，

“生意多，利润高，忙不过来”。他
通过改牌做号每月收入超 3 万
元，远超之前开网约车的收入。

在信息买卖方面，他说，行驶
证一个20元，驾驶证一个25元，
头像照片一张15元，这是他收购
的价格，转手卖出时，他通常会加
价 5 元。他坦言，改牌做一个号

的成本一般十几二十块钱，成本
高的也就三四十块。

他对客户的报价却不固定。
“新客户报价220元、240元、260
元、300元，随便报，有些回头客你
可以报低一点。”他连称最近行情
不行了，以前他都是报 400 元。
尽管如此，每一笔生意的利润仍
能超过成本10倍甚至更多。

他说，做这一行的关键是要

有客源。他的客源主要来自于
QQ群和微信群两个渠道。“进群
之后，把认识的不认识的，包括群
主都加一遍好友，到时候你发朋
友圈广告，别人都能看到。”

何奇说，在群里发广告容易
被踢，他有自己的“小技巧”。“微
信号一定要准备两个。一个号进
了群，就把另一个号也拉进去。
这样就算被踢了，过段时间，你还

可以用另一个号把自己拉回去，
人多的群是不会有人注意的。”

他说，遇到群中谈论做号话
题的人，一定要关注，可以加好友
私聊。另外，加群的同时也要自
己建群。

没事多在朋友圈中“晒单”也
是技巧之一，“多晒一晒客户反馈
的大单子，一定要让别人觉得你
这个人确实有两把刷子。”他说。

“津牌”车一天后变“京牌”

“三证验真”难保证信息匹配

“改牌”获利远超开网约车

律师建议网约车平台加强监管

花四千多元
“拜师学艺”
成“改牌”高手

◀一辆“津
牌 ”车 在

“ 改 牌 做
号”者的操
作下，变身
一 辆 京 Q
牌照的车，
成 功 通 过
系 统 验 证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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