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底数字资产交易平台乱象：“引流”藏套路 宣传似传销 交易涉洗钱 

 

山雨欲来风满楼。 

数字货币价格频繁暴涨暴跌、投机炒作氛围狂热，围绕数字资产的乱象甚至

犯罪行为已引起各方高度关注。日前，比特币交易再遭商业银行“封堵”就是一

例。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期调研发现，数字资产交易平台鱼龙混杂已有时日，乱象

频发：有交易平台将老年人当作“收割对象”，“引流”套路涉嫌传销；有交易平

台与“带单老师”合作，投资者“上钩”后，用技术手段使投资者受损；还有交

易平台沦为跨境“洗钱”工具，逃避外汇监管等等。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

专家指出，这些交易平台严重损害了投资者权益，加强监管刻不容缓。 

从暴富躁动到惨被“收割” 

数字货币是电子货币形式的替代货币。目前，市场上有两大主流数字货币：

一类是各国央行相继推出的央行数字货币，承担着法定货币的职能；另一类是以

比特币为代表的私营加密货币，更多被视为可投资的数字资产，成为交易平台上

的炒作对象。 

“若交易平台每天交易额达 100亿元，每个股东每天至少可得 2800元分红！

未来财富不可限量！”日前，在数字资产交易平台“SPS 交易所”的一次会议上，

中国证券报记者感受到现场弥漫着躁动的氛围，仿佛一夜暴富的机会唾手可得。 

会场上，主讲人激情澎湃地鼓动投资者投资该交易平台发行的数字资产

HHS 币。然而，天上真的会掉馅饼吗？ 

中国证券报记者辗转联系到小陈。谈及这段遭遇，小陈一肚子苦水。去年 10

月，小陈母亲在一名自称是哈希顿区块链(深圳)有限公司负责人引导下，投资了

“SPS 交易所”发行的 HHS 币。 

“当时我妈跟我借了几万块钱，一开始我也没多问她拿钱去干啥。后来，她

竟然要发展我做下线，我才发现事情不对。”小陈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他母亲

早期投资的款项已无法提取了。 

虽然小陈一再告诫，但母亲仍对“SPS 交易所”深信不疑，万分期待手中的

币价值暴涨。现在家庭内部对立情绪严重，小陈颇为无奈。 



暗夜狂奔乱象重重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全球至少有 600 家正在运营的交易平台，在这

些平台上，各类数字资产“你方唱罢我登场”。 

然而，这些交易平台良莠不齐，不少交易平台在黑暗中狂奔，暗藏的乱象令

人不寒而栗。 

小陈母亲遭遇的就是“引流”套路，哈希顿正是所谓的“引流”公司。哈希

顿一位成员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投资 HHS 币后就可以成为“SPS 交易所”的

会员，若发展足够多的下线，有望成为该交易平台原始股东。 

这种“拉人头”方式与传销异曲同工，靠数字货币涨势哄骗用户，通过发展

下线的方式来扩大市场，具有很强渗透力。小陈向中国证券报记者提供的一张截

图显示，除深圳外，哈希顿还将业务拓展至广州、佛山、长沙、武汉等地，仅小

陈所在的县级市投资者微信群就超过 400 人。 

除了“引流”，“带单”背后的套路同样触目惊心。所谓“带单”，就是“带

单老师”指导某个币种的买入、卖出点位，引导用户在交易平台上交易。一名自

称与“BTA 交易所”合作的“带单老师”李明(化名)介绍，自己会为用户提供某

个币种的交易策略，引导用户在指定交易平台进行跟单交易，频繁“做短线”。

李明告诉记者，自己所在团队的“带单老师”多达 50 人。 

跟着“带单老师”真的能稳定盈利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不仅如此，中国

通信工业协会区块链专委会轮值主席于佳宁指出，有些情况下，“带单老师”会

将客户引至黑交易平台进行交易，一开始黑交易平台会让用户赚取微小利润，后

来则会利用拒绝成交、高位强平、极端行情无法操作，甚至关机跑路、无法提币

等手段恶意造成投资者亏损，甚至爆仓。 

此外，还有交易平台涉嫌非法集资，沦为洗钱工具。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

人民银行 3 月联合发布的一起惩治洗钱犯罪典型案例显示，陈某波通过开设交易

平台发行币种，拖延甚至拒绝投资者提现，涉嫌集资诈骗并潜逃境外。其妻子帮

助其向境外转移集资诈骗款，被认定犯洗钱罪。 

监管利剑亟待出鞘 

 对数字资产交易平台的监管仍面临不少难题。首先，对法人主体监管难度

大。原本在内地注册的交易平台已纷纷“出海”，监管存在一定障碍。一些受害



者也反映，根本不知道交易平台的地理位置及责任人，陷入投诉无门的境地。 

其次，追踪交易也是一大难题。国盛证券区块链研究院院长宋嘉吉说，数字

资产的去中心化特点使交易平台仅是撮合场所，用户一旦提现往往难以追踪。此

外，数字资产技术迭代迅速，特别是去中心化金融的出现，更是使得监管难以在

原有技术框架内进行。 

此外，全球范围内尚无成熟的监管规则可供参考。北京尚光律师事务所刑事

部主任丁飞鹏表示，目前各国家和地区对交易平台的监管政策、规则、态度各不

相同，尚无普适标准，大多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例如，新加坡、日本、美国、

马来西亚、瑞士、英国等国以发放牌照的方式进行监管，我国香港地区则采用监

管沙盒模式，一些国家甚至没有监管。 

事实上，加强对虚拟货币交易监管正在形成更广泛的共识。 

一方面，完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制是重中之重。于佳宁称，应明确数字资产

及交易平台的法律地位，确定监管标准与监管职责，建立完善的准入退出机制等。

监管部门应对交易平台的运营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进行监管，要求交易平台对股

东资质、财政能力、业务范围、财务细则、安全管理等相关内容进行披露，同时

对交易平台搭建者的能力和资信情况进行审核。 

就现阶段而言，多位业内人士指出，监管沙盒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模式。所谓

“监管沙盒”，就是由监管部门按照适度简化的准入标准和流程，允许交易平台

在有限业务牌照下，利用真实或模拟的市场环境开展业务测试。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包容审慎的模式，在严厉打击不法交易平台的同时，

还给予合规运营的交易平台生存空间，这有助于建立和引领数字资产领域的行业

标准。 

另一方面，强化技术应用层面的管理。“应加强交易平台的反洗钱管理、资

产安全管理等能力，通过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对交易平台的日常交易进行监测，

识别、评估、持续监测洗钱风险，还可逐步探索对数字资产进行托管、多方共管

或保险机制，加强审计。”丁飞鹏称，“对于风险较大的合约交易，可参考期货交

易，严格限制交易平台的杠杆率。”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民众对数字资产的投资热情高涨，投资者教育任重道远。

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叶庚清提示，投资者应擦亮双眼，加强对数字资产底层应用



的了解，同时对违法违规活动加强防范，及时举报相关线索，谨防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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