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情简介：2015年至 2016年底，孙

某以萧王庙街道“阿维饭店”作为会堂，

组织五六十名村民，以“月月会”的形式，

非法组织民间标会。2016年底，标会以

资金链断裂而倒会，造成经济损失 100
余万元，现孙某失去联系不知去向。

案件警示：民间标会是一种非正规

的地下融资渠道和组织，利益主体之间

的权利和义务缺乏法律保障。标会由发起

人(称会头)邀请若干人(称会脚)参加，约定

时间按期举行，每次各缴一定数量的会款，

轮流交由一个人使用。会头优先无偿使用

第一次会款，以后依不同方式确定次序，轮

流交会脚使用，每个会脚都中标后完成一

个周期。

互帮互助看似很美好，但是背后却有

着极大的风险。近几年，“月月会”、“日日

会”等利用高息吸引村民入会，而后发生倒

会的现象屡见不鲜。会头跑路，会脚无处

讨要欠款；会脚标会成功后不交会，资金链

断裂……都是民间标会的缺乏法律保障的

体现。

如何远离非法集资？莫贪图高息，慎

重融资，谨防假互助，真骗钱。

民间标会：谨防假互助真骗钱

案情简介：2018年 12月 8日，新华

社发布消息称，金易融（北京）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运营的“e租宝”网站以及关联

公司在开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中涉嫌违法

经营活动，正接受有关部门调查。

作为以融资租赁债权交易为基础的

互联网金融平台，“e租宝”成立仅逾一

年半时间，即以瞠令人目的成长速度，成

为互联网金融领域一匹“黑马”。曾在央

视新闻联播前黄金时段打广告、融资规

模750亿元的互联网金融平台 e租宝，是

以融资租赁为基础业务，但业内普遍认

为融资租赁业务正常收益不足以支撑 e

租宝9%以上的回报率。

“e租宝”究竟怎么了？哪些业务“涉

嫌违法”？经营中存在哪些“合规问题”？

各方都在等待调查结果的公布。记者从我

区相关部门了解到，奉化也有不少市民参

与了 e租宝的投资。

案件警示：互联网金融自从在国内诞

生之日起，就呈现出高速成长态势，成为传

统金融业的重要补充，为实体经济发展、小

微企业融资、居民财富管理等作出了重要

贡献。但不可否认这一新生事物各种问题

不断暴露，尤其是以 P2P为代表的网络借

贷领域，成为风险潜藏地和高发区，有一些

平台以P2P为名，行集资诈骗之实；另有一

些则是从传统民间借贷、资金掮客演化而

来，以开展P2P业务为噱头，主要从事线下

资金中介业务，开展大量不规范的借贷、集

资业务，极易碰触非法集资底线。

不管本次“e租宝”事件究竟属于什么

性质，但其都暴露了互联网金融行业自身

在高速发展中存在的种种不合规问题。同

时，此次“e租宝”事件无疑也给参与其中

的投资者给予了警示。在市场整体收益率

下行的大背景下，那些承诺高收益的产品

能否长期可持续，其隐藏的风险究竟有多

大，都值得投资者仔细考量。

e租宝：互联网金融领域新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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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的“月月会”“日日会”到非法

证券期货里的“内幕消息”，从个人集资

诈骗到有组织有机构的“e租宝”……翻

阅这些案件，不管不法分子如何包装，归

根究底都是宣称以低投入高回报来引诱

实施诈骗的行为。

在这些集资案件中，为了让更多的

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者往往会给投资

者许诺高额回报，在集资初期也总是足

额兑现承诺本息。这对参与非法集资的

群众来说，既是加大投资的信心，也是天上

掉下来的馅饼。

大多数人在此情此景之下会呼朋引

伴，把这等“好事”分享给亲戚朋友同事，甚

至有的人会掏空家底或者网上借贷，追加

大额投资，妄想赚取更多的高息。但是，现

实却是，等到集资达到一定数量后，非法集

资者便会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而根

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非法集资并不

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这

也意味着，参与者的血汗钱多数情况下只

能打水漂。

远离非法集资，必须拒绝高息诱惑。

你要相信，天下绝对不会有白白掉“馅饼”

之事。不管非法集资者如何包装，不管各

类媒介如何推崇，一旦对方承诺的利息高

于银行利息，在投资之前，你一定得先打一

个问号，确定这掉下来的是“馅饼”还是“陷

阱”？如此，才能真正做到远离非法集资，

保障财产安全。

警惕高额回报陷阱

1.高息诱饵不动心
最简单的方法是对照不同时期的

银行存贷款利率和普通金融产品的利

率。目前，正规金融机构销售的期限

较长的理财产品，其年收益不会超过

10%，如果企业或个人以超过 10%的

年收益吸收存款，就有从事非法金融

活动的嫌疑。我国规定，超过国家规

定贷款利率 4倍以上的不受法律保

护，可作为判断回报是否过高的参考。

2.官方背景不迷信
通过政府网站，查询相关企业是

不是经过国家批准的合法的上市公

司、是不是可以发行公司股票、债券、

国家规定的股权交易场所等，如果不

具备发行、销售股票、出售金融产品以

及开展存贷款业务的主体资格，就涉

嫌非法集资。如不法分子以“证券投

资咨询公司”“产权经纪公司”等为名，

推销所谓即将在境内外证券市场上市

的股票，可通过政府网站查阅是否已

经批准发行等。

3.“合法”吸储不大意
通过查询工商登记资料，查明相

关企业是否是经过法定注册的合法企

业，查询经营范围中是否包括吸收存

款、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理财产品，

如果不具备出售金融产品以及开展存

贷款业务的主体资格，就涉嫌非法金

融。如各类投资理财公司、投资咨询

公司、担保公司、拍卖公司、典当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等，这些企业国家法规

政策明令严禁吸收公众存款，它们就

不具备吸收存款的主体资格。

4.老板实力不崇拜
有些公司花费巨资做广告、买头

衔、搞宣传，用光鲜的“企业形象”忽悠

和迷惑群众，不能被某些企业天花乱

坠的自吹自擂所迷惑。

5.熟人热心不轻信
对亲朋好友低风险、高回报的投

资建议和反复劝说，要多与懂行的朋

友和专业人士仔细商量、审慎决策，防

止成为其发展下线的目标。

6.违规吸储不参与
要增强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意

识。非法集资是违法行为，参与者投

入非法集资的资金及相关利益不受法

律保护。因此，当一些单位或个人以

高额投资回报兜售高息存款、股票、债

券、基金和开发项目时，一定要认真识

别，谨慎投资。

7.媒体宣传不迷信
一些非法金融活动在各级媒体上

投放大量广告，借助媒体推波助澜迅

速敛财，比如“e租宝”曾在央视新闻

联播前的黄金时段打广告，在短时间

内非法融资规模超过 750亿元，在全

国造成恶劣影响。另外一些影响较大

的非法金融犯罪，相关媒体多会进行

报道，要通过媒体和互联网资源，搜索

查询相关企业违法犯罪记录，防止不

法分子异地重犯。

“七不”警示

拒绝高利诱惑 远离非法集资
记者 李露 通讯员 邬其君

“投资1万元一年能变23万元”“一年财富增值几十倍”“投资者遍及上百个国家，平稳运作多年”……近年来，

朋友圈、微博及线下经常出现不少自称“金融互助投资”的理财平台，在宣称数十倍收益的诱惑下，不少人参与其

投资运作，随之而来的却是越来越多的金融消费者受到非法集资的困扰。本期《每周关注》通过区政法委、区金融

办和区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提供的案例，提醒市民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案情简介：2015年4月下旬，宁波江

北警方成功破获一起涉案总金额达

3000余万元的网络投资交易平台诈骗

案。犯罪嫌疑人郝某以“私募基金公司”

为名，利用所谓的内部消息实施诈骗。

郝某 2013 年成立“**私募基金公

司”，该公司组织严密，各司其职。既有

专人负责审核员工的业务量，以及项款

到账情况，也有专人管理“话务员”。而“话

务员”每天的工作就是给“潜在客户”打电

话，并对外扮演“专业操盘手”“老师”等角

色，给股民分析大盘，推荐股票。

案件警示：假冒私募基金之名开展非

法证券投资咨询活动，其诱惑性更强。一

般投资者对私募基金不是十分了解，认为

私募基金在行业内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个

人投资者，尤其是新入市的中小投资者，投

资经验少，缺乏证券市场的基础知识，但普

遍期望实现高收益，很容易上当受骗。

不法分子就是抓住投资者的投机心

理，利诱投资者。同时，证券期货市场上充

斥着各类所谓的“内幕消息”，也使得郝某

能以“私募基金公司”之名，顺利实施诈骗，

不断引诱投资者上当受骗。

假冒私募基金：以“内幕消息”骗取信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

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法释[2010]18号），非法集

资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

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

的行为，一是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

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二是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

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是承诺

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

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是向社

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非法集资界定标准和特征

1.常见手段
（1)承诺高额回报。不法分子为

吸引群众上当受骗，往往编造“天上掉

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通过暴利

引诱许诺投资者高额回报。为了骗取

更多的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者在集

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

待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便秘密转移

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参与者遭受

经济损失。

（2）编造虚假项目。不法分子大

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或企业，打着

响应国家产业政策、实践“经济学理

论”等旗号，经营项目由传统的种植、

养殖行业发展到高新技术开发、集资

建房、投资入股、售后返租等内容，以

订立合同为幌子，编造虚假项目，承诺

高额固定收益，骗取社会公众投资。

（3）以虚假宣传造势。不法分子

为了骗取社会公众信任，在宣传上往

往一掷干金，采取聘请明星代言、在媒

体大肆宣传、雇人广为散发宣传单、进

行社会捐赠等方式，制造虚假声势，骗

取社会公众投资。

（4）利用亲情诱骗。不法分子往

往利用亲戚、朋友、同乡等关系，用高

额回报诱惑社会公众参与投资。有些

参与传销人员，在传销组织的精神洗

脑或人身强制下，为了完成或增加自

己的业绩，不惜利用亲情、地缘关系拉

拢亲朋、同学或邻居加入，使参与人员

迅速蔓延，集资规模不断扩大。

2.翻新手段
（1）假借P2P名义非法集资，即套

用互联网金融概念，设立所谓 P2P网

络借贷平台，以高利为诱饵，采取虚构

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

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后，突然携款

潜逃。

（2）以交易所、交易中心、投资咨

询公司、代理公司等名义，搭建所谓的

“交易平台”，往往编造“政府审批”“政

府同意”之类的信息，承诺高额收益，

通过各类代理机构吸引风险承受能力

不强的群众参与。

（3）打着即将上市、境外投资、高

新科技开发的旗号，在网上发布销售

境外基金、原始股、境外上市、开发高

新技术等信息，虚构股权上市增值前

景或者许诺高额预期回报，诱骗群众

向指定的个人账户汇入资金，然后关

闭网站，携款逃匿。

（4）非融资性担保企业以开展担

保业务为名非法集资。主要有两种形

式：一是发售虚假的理财产品；二是虚

构借款方，以提供借款担保名义非法

吸收资金。

（5）以“养老”的旗号非法集资，主

要有两个突出的形式：一是以投资养

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为名，以高额回

报、提供养老服务为诱饵，引诱老年群

众“加盟投资”；二是通过举办所谓的

养生讲座、免费体检、免费旅游、发放

小礼品方式，引诱老年人投入资金。

火眼金睛识别非法金融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