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好百姓的“钱袋子”：非法集资，迷局怎解？ 

  

  近日，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形成金融发

展和监管强大合力，补齐监管短板，避免监管空白。 

  

  各金融行业之间的监管空白点往往也是风险点。近年来，非法集资频繁“变身”，高利

贷险情隐现，传销潜入金融、类金融行业……这些已发生的风险事件中，受害者往往维权不

易，违法行为却难以得到严惩。 

  

  从今天起，我们推出系列报道，聚焦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非法集资、高利贷和金融传

销问题，希望得到各方关注，共同看好百姓的“钱袋子”。 

  

  新“外衣”下，非法集资有什么共通点？ 

  

  非法集资往往承诺“保本付息”，“小马拉大车”。现在，很多保本承诺更隐秘，不写

在协议合同文本中，而是向投资人口头许诺 

  

  黄林仁曾经是一家财务管理公司的老板，做着一些民间借贷业务。如今他无暇顾及自己

公司，而是为了一次“投资”失误，代表非法集资受害人四处奔波，尽量减少财产损失。 

  

  3年前，黄林仁和北方汇银接触，零星拆借一些资金给北方汇银。那时候，北方汇银在

安徽、江苏两省交界处的“舞彩国际旅游度假区”开发养老地产项目，摊子铺得不小，在两

省租赁、购买了上万亩土地，在全国 6个省多座城市设立公司或分公司。前几年，筹资还比

较便捷，北方汇银向投资人许诺高额回报，资金周转得不错。 

  

  “现在看起来，当时企业经营规模已经超出自身承受能力了。”黄林仁说，不久后，经

济开始面临下行压力，为了维持运转，北方汇银成立了两家私募股权基金公司，为自己的项

目发行基金理财产品，期限 6个月，收益率为 12%—14%。但很快，资金难题还是浮出水面，

资金链越来越紧。公司不得不考虑向更多普通投资人募集资金，上线了一个 P2P网贷平台，

为自己包装的关联企业融资。 

  

  撑不了多久，窟窿一个个暴露出来。由于是用短期借贷、募集的资金投入长期项目，没

有现金及时回流，无法按时还本付息。2015年开始，风险陆续爆发。黄林仁在企业激进的



“圈钱”过程中，陆续投入上亿元。“生意有赚有赔很正常，但现在这些集资款怕是很难回

来，能返款 10%就不错了。”黄林仁说。 

  

  “这种做法肯定行不通，用钱的地方太多，但筹款还得到期付息。一旦兑付不了，就会

引发连锁反应。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有些企业就是要‘小马拉大车’，根本没有那么强的

筹资开发能力，却要过度借贷，一旦经济下行，自然‘水落石出’，风险暴露。”大连市处

置非法集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正成为不少非法集资的新“外衣”。过去两年，新设立的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迅猛发展，虽然新设基金需要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备案登记，但并不意味着备案的基金

都会合法合规运营。“投资私募基金有条件限制，不少投资人并不了解，比如单只私募基金

的投资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投资人个人金融资产不能低于 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

均收入不低于 50万元。”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董希淼说。 

  

  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相关负责人说，有些非法集资打着私募投资的旗号，号

称 5万元就能投资私募基金，那需要怀疑基金的可靠性了。而且私募投资是中长期投资，有

一定投资风险，不可能保本，也有一定的投资周期，不像有些平台或者机构所声称的每月甚

至每天能看到投资收益入账。 

  

  非法集资的共通点是会承诺“保本付息”。“如果不能承诺保本或有担保，还有谁敢贸

然投钱？”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相关负责人说，现在很多保本承诺更加隐秘，不

会出现在协议合同文本中，而是向投资人口头许诺。随着非法集资形式的变化，投资的合同

文本从原来的借条变成债权转让协议，再到私募基金的有限合伙协议。 

  

  不断“变身”，非法集资为何难去根？ 

  

  准金融、非金融机构四处泛滥，跨区域、网络化趋势明显，加大了监管难度，“这边拖

着地板，那边的水龙头却还在打开着” 

  

  非法集资俨然成为一颗社会“毒瘤”，老手段一旦被压制，新花样又会换一副面孔席卷

而来，滋生蔓延。 

  

  “泛理财化”已成为当下非法集资的重要特征。据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总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非法集资的手段从单一的“借款”“林权投资”“债权转让及回购”等模式，



逐渐升级包装为“P2P 网络借贷”“固定收益基金”“金融互助理财”“融资租赁债权转让”

等名目繁多的理财产品。同时，非法集资网络化趋势日益明显，企业纷纷设立自己的官网及

互联网操作平台，吹嘘自己的背景、规模及实力，并通过操作平台发行线上理财产品。非法

集资犯罪专业化程度也不断提高，假借迎合国家政策，打着“经济新业态”“金融创新”等

幌子，而且业务流程、合同文本专业规范，噱头更新颖，迷惑性更强，投资者辨别难度加大。 

  

  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现在传销加集资的模式冒头，一些平台通过互

联网向投资者返还“虚拟货币”，再诱骗投资者层层购买理财产品。此外，个别在工商注册

登记中显示从事网络科技服务的中介机构，开始出现涉嫌非法集资活动的苗头。还有一些非

法集资模式瞄准传统商品营销类投资，通过互联网承诺商品回购、加盟返利等。 

  

  准金融和非金融机构泛滥，也给非法集资提供了滋生土壤。“百姓投资需求旺盛，但金

融投资意识和知识还比较匮乏，要在前端把好机构的准入关。”中国政法大学金融创新与互

联网金融法制研究中心副秘书长赵鹞说。 

  

  一位在基层从事打击非法集资的工作人员坦言，投资、理财活动属于金融行为，在目前

金融行业分业监管的格局下，各行业之间的监管空白地带往往就是非法集资集中爆发区。不

少没有投资经验的准金融和非金融机构打着“投资咨询”“财务咨询”和“资产管理”的旗

号，从事各种类金融活动，对他们却没有严格的监管，或者干脆没有准入门槛、监管规则，

风险可想而知。 

  

  “现在准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似乎比卖葱卖蒜的还多，卖葱卖蒜尚且要到标准化菜市

场，但从事类金融活动却没限制，非法集资现象屡禁不止。搞得你在这边拖着地板，那边的

水龙头却还在打开着。‘前门’不应该开得太大，在这些领域要有明晰的准入规则，明确什

么可以干、什么不能干、如果干了又要受到什么严惩，让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这位工作人

员说。 

  

  伴随非法集资的互联网化，涉案公司跨省市或跨区域经营现象很普遍，加大了监管难度，

而且非法集资机构庞杂，账户众多，资金流向复杂，资产难追缴。 

  

  以“中晋系”为例，累计涉案金额高达 399 亿元，受害者有 1.28万余人。当时企业在

28个省设立了分支机构，把资产转入 3家上市公司，旗下还有 100多家非上市公司，并收

购了支付企业、融资担保公司等，始终穿着高大上的外衣，但实际上这些公司多数是空壳企



业，没有实体投资项目，也没有真实贸易和经营盈利。即使打击及时，最终损失的资金也高

达 48亿多元。 

  

  “现在不少涉嫌非法集资的公司跨区经营，总部设在大城市，在二三线城市设立分公司，

扩张速度很快。按理说，如果到异地经营，也需要注册登记和备案，但是现在很多机构没走

正常手续，造成政府相关部门很难掌握企业实情，更难监管。”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说，对异地经营企业，多地相关部门还得联手加强监管。 

  

  让百姓远离非法集资，还要做什么？ 

  

  把好“前门”，提升预警监测水平，提前处置追缴资产，尽可能保全集资参与人的财产 

  

  “非法集资不仅是经济、金融领域的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损失的都是老百姓实实在在

的财产和家底。”大连处非办相关负责人说，不少老年人是拿着养老钱投资的，血本无归。

还有一些年轻人刚刚大学毕业，社会阅历不丰富，法律意识淡薄，进入这些涉嫌非法集资的

公司工作后，不但自己被卷入骗局，还把父母亲朋的钱也搭进去了。 

  

  ——加强机构备案、预警监测，“前门”得扎紧看牢。 

  

  赵鹞建议，要完善商事注册登记制度，对金融监管部门发牌的机构实行先证后照，即有

批筹文件，才能领取正式营业执照。同时还要保护好已发牌机构的字号，关键字号不能被其

他非法机构滥用。比如，某支付企业在北京注册，但在其它省区，被有些机构加个省别，就

可注册成功，办理工商登记。老百姓分不清楚，结果就是受骗受害，被侵权者声誉受损。此

外，还要加强对准金融机构备案、监管，对非金融机构从事类金融活动加强预警监测。 

  

  政府相关部门要主动对涉嫌非法集资的机构加大排查力度，帮投资人擦亮眼睛。“不少

非法集资机构都是聘请明星代言，在黄金地段和时段做广告，虚张声势，让百姓丧失警惕性。”

大连处非办相关负责人说，要走在老百姓投资前头，打掉这些广告“背书”。之前的一次排

查中，大连处非办发现 46家企业在当地主流报刊上刊登经营借贷广告，该办到工商局调阅

相关企业注册信息，发现部分企业与注册名称不符，有的企业办公地点和注册地点不符，有

的企业超出经营范围，发布了金融借贷广告，甚至还有企业根本没有工商注册信息，最终仅

4家有相关借贷前置审批批文。“这些广告登出去，肯定会迷惑不少老百姓。”近三年，大

连完成了 5000余家投资理财公司公安备案造册和动态管理，曝光 38家违规发布广告企业。 

  



  ——应对非法集资的互联网化趋势，监管手段要升级。 

  

  上海正在建立新型金融业态监测分析平台，未来可以对一些高风险机构的活动提前预警，

及早发现疑似非法集资的活动线索。据介绍，该监测分析平台目前初步归集了相关部门的新

型金融业态信息，主要包括行业监测、园区监测、企业全息信息查询及实时监测四个子平台，

可以多维度掌握风险动态。 

  

  ——加大追缴款项力度，让受害人维权不再难。 

  

  “一般来说，非法集资案的办案周期长，从公安机关立案到法院判决，大约要两年以上

时间。法院判决前，追缴回来的资产是不能随意处置的。但其中往往有不少易损耗资产，比

如豪华汽车，时间一长就会贬值。实际上，损失的是老百姓的钱。”上海市公安局经济犯罪

侦查总队相关负责人说，前几年集中爆发的非法集资案，等法院判决后都会遇到这个难题。

希望出台有关法律法规，专门对非法集资类案件涉案资产提前处置作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

最大限度挽回集资参与人的损失。 

  

  大连尝试让受害的投资人提前参与资产处置。对影响范围大、涉案人员多的案件，大连

公开招募代表设立代表委员会，黄林仁就是北方汇银代表委员会中的一员。一段时间以来，

黄林仁一直为盘活追缴回的土地牵线搭桥，想找到新的投资人。 

  

  “公司的账目不全，具体有多少钱、花了多少钱都不知道。如果土地没人管，东西丢失

了，上面树木死掉了，租来的土地因为交不起资金被重新分割了，都会给资产保全带来困难。

如果项目还在，只要能让它运转起来，就能减少损失。投资人也能依法参与到资产处置过程

中，了解事情进展，而不是两眼一抹黑。”黄林仁说。 

  

  ——抛弃畸高收益预期，投资人应有理性的投资观。 

  

  “要为投资人提供更多合规的理财产品，合理引导投资人理性投资。不少准金融、类金

融活动片面夸大金融的作用，让投资人误以为资金能自我膨胀。金融本质上要由实体经济支

撑，没有源头活水，哪有高收益的投资项目？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投资理财还是要多选择

有正规金融牌照的机构，理性判断理财产品的收益情况，毕竟专业化的投资能力不是随便哪

家机构都具备的。”上海金融服务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大连处非办连续两年牵头联合各监管部门举办“财富管理精英大赛”，吸引百余家金融

机构数千名理财师参与，向百姓普及金融基础知识，帮助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增强投资风险

意识，避免掉入非法集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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