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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近年来，面对非法集资案件高发多发态

势，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把防范和处置

非法集资作为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改革、

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抓手，坚持标本兼治、

打防并举、源头防控，不断加大宣传教育的

力度、广度、深度，努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

的金融安全意识和风险识别抵御能力，取得

了积极成效。但受多重因素影响，非法集资

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犯罪手段更加隐蔽，利

用“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等噱头诱导

消费者投资的非法集资案件时有发生，给人

民群众的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严重影响了

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为有效普及金融理财知识，最大限度提

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和风险识别能力，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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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当前我省风险高发的领域，选编真实案

例，以案例解读剖析犯罪手法，以场景再现

讲授识别方法，帮助您认识什么是非法集资，

如何识别非法集资。

我们相信，在您的参与和支持下，我们

一定能够打赢非法集资这场攻坚战。让我们

携手并肩，同心同向，一起守住“钱袋子”，

护好幸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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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公司的常见套路

案情简介

案例一：李某案发前为某担保公司等十

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期间，

李某以个人或其实际控制企业的名义，以

1.5%～3%不等的月息，向 100 余名不特定个

人及 10 余家单位非法吸收存款 1.91 亿元，

支付利息 2292 万元。同时，李某又以宁波

某担保公司等实际控制的企业为这些巨额

债务作担保。由于李某在宁波有一定知名度，

很多人争相找上门来把钱借给他。在非法吸

收了巨额公众存款后，李某又以 2%～7.5%

不等的月息，向 21 名个人非法出借资金

3253 万元，收取利息 541 万元；以 5%～8%

不等的月息，向 27家企业出借资金共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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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收取利息 5780 万元。

案例二：祁某某、程某某筹建某某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祁某某个人未对公司投入任

何资金，仅以借款作为银行保证金维持经营，

但其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公开宣传该公司

经营状况良好，以资金周转、投资办厂、投

资理财等为由，许以高额利息，以个人名义

或公司作为担保，先后从 18 名社会不特定

人员处吸收资金，累计达 1.08 亿余元，至

案发时，尚有 1754 万元无法归还。

作案手段

1.用虚假宣传作掩护。通过在报纸上登

广告，夸大企业取得的各种荣誉，利用“名

人效应”、亲朋好友口口相传等方式，大肆

宣传企业经济实力及光明前景，吸引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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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2.以虚构项目、高额利息为诱饵。以

1.5%～3%不等的高额月息为诱饵，以资金周

转、投资办厂、投资理财等为由，向社会不

特定公众吸收资金。

3.用担保公司做增信。以集资人个人或

担保公司名义担保，打消投资人疑虑。

防骗小贴士

1.投资理财一定要认准正规持牌金融

机构，不要被企业用宣传广告、明星代言、

名人效应等刻意营造的实力雄厚的假象所

迷惑。

2.借款有担保不等于借出的钱就没有

风险。找担保人担保，要看其有没有担保能

力。如果担保人超出自身担保能力，无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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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贷款担保，那么其提供的担保承诺就是

一纸空文。

3.不要被不法分子所谓的“高回报”、

“高利润”、“高利息”所蛊惑，而失去投资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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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当行的圈钱伎俩

案情简介

案例一：某某在新化县上梅镇天华南路

租用孙某甲家的门面开设“某某寄卖行”，

主要以典当手机、首饰、摩托车等物品赚取

手续费为业。经过一段时间的经营后，被告

人欧某某与周围的邻居熟悉了，并取得了一

些邻居的信任。后来，欧某某以月息 2 分或

3分的高利息为诱饵，虚构当铺典当车辆、

需要资金周转，亲戚患病急需现金，某领导

急需钱用等事由，先后从王某某等 18 人手

中骗取现金 113 万元，除支付部分利息与偿

还部分本金共计 19.3 万元，实际骗取现金

94万元。

案例二：蔡某某在泉州市某典当行担任

经理期间，为了发展业务，非法向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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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存款 219 万元。他还利用担任经理职务

的便利，以典当行的名义，分别以 25%、20%、

15%等不同的月利率，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

73 万元，收款后不入账，又以该典当行的

名义分别以 25%、23.5%、18%的月利率，放

贷给蒋某某、王某某、陈某某等人，从中将

利息差额占为己有。

作案手段

1.以典当行为幌子。欧某某通过开设

“某某寄卖行”，正常开展业务，取得周围

群众的信任；蔡某某利用担任经理职务的便

利，以典当行的名义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

2.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月息 2 分或 3

分的高利息为诱饵，虚构当铺典当车辆、需

要资金周转，亲戚患病急需现金，某领导急

需钱用等事由，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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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骗小贴士

1.《典当管理办法》规定，典当行不得

从事集资、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存款等业

务。

2.非法集资大多借助传销手段，由于多

是亲戚、朋友、熟人的介绍、推销，一方面，

容易取得信任；另一方面，碍于面子也不便

推辞，这种方式更容易在民间渗透，危害也

更广。因此，面对熟人的好心和善意推销，

一定不能盲目轻信。

3.任何承诺高额回报的投资都是有风

险的，不要被所谓的“高利息”“高收益”

等虚假宣传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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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贷款公司的行骗手段

案情简介

运城市某某小额贷款公司自成立以来，

吸收当地农村信用社驻村代办为业务员，承

诺给业务员 0.2%现金回扣，采取电视台循

环播放、村广播不间断宣传、业务员上门宣

传、发放宣传资料等手段，以月息 1%、年

息 12%吸收公众存款共 1056 万元，造成存

款人直接经济损失 650 万元。

作案手段

1.以小额贷款公司为幌子。以小额贷款

公司名义，吸收当地农村信用社驻村代办为

业务员，骗取群众信任。

2.以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月息 1%、年

息 12%的高额利息，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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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3.通过虚假宣传造势。采取电视台循环

播放、村广播不间断宣传、业务员上门宣传、

发放宣传资料等手段进行宣传造势，吸引群

众投资。

防骗小贴士

1.投资理财一定要认准正规持牌金融

机构，不要轻易相信亲戚、朋友、熟人的介

绍和善意推销。

2.小额贷款公司不具有吸收或变相吸

收公众存款的资格，也不能通过地方各类交

易场所、私募投资基金融资。

3.任何承诺高额回报的投资都是有风

险的，不要被所谓的“高利息”“高收益”

等虚假宣传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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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公司的骗人行径

案情回顾

某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未经金融管理

部门批准、在无资格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

的情况下，承诺 12%到 18%的年利率，通过

亲朋好友间的口口相传、相互宣传推介开展

投资理财业务，共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存款

641.43 万元，案发时仅归还本金 16万元。

期间，该公司法定代表人牟某的表哥郭某

得知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理财业务后，

积极向亲友及附近村民宣传，并代为办理投

资手续，共向社会公众非法吸收存款 110.9

万元，案发时归还本金 21 万元。案发后，

被告人郭某与集资参与人达成和解协议并

获得谅解。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单位

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被告人牟某、郭某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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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国家金融管理制度，扰乱金融秩序，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应追究刑事责任，最终以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某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判处牟某有期徒刑三

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判处郭某有期

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

元。

作案手段

一是善于包装。通过夸大公司规模、制

作“正规的”理财单、编造投资项目等方式，

获取群众对公司的信任。

二是高利诱惑。利用群众渴求高收益的

愿望，通过许诺高于同期银行存款三至五倍

的高利率，诱惑缺乏理财手段的群众投资。

群众投资后，被告人以借新还旧的方式兑现

承诺，吸引更多群众入股，直至资金链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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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熟人传播。通过亲朋好友之间的口

口相传、互相宣传推介吸引群众投资，群众

受惑于熟人投资获利的个案宣传和对熟人

的信任，陷入非法集资泥潭。

防骗小贴士

1.资产管理公司未经金融管理部门批

准，无资格从事吸收公众存款业务。

2.要合理衡量收益与风险，坚信天上不

会掉馅饼。

3.投资理财要选择正规金融机构，对社

会上各种投资理财机构一定要分辨清是否

具备从事金融活动的业务资质，必要时向当

地金融监管部门咨询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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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场所的非法交易

案情简介

某某大宗贵金属交易所成立后，在互联

网上设立网页，采取网上推介和发放宣传材

料等形式，向社会公众广泛宣传电子贵金属

交易业务。全国注册用户迅速达到 3.9 万人，

发展了 27 个省级代理商，仅福建省内发展、

培训的市级、县级和普通级会员单位就达到

117 家。在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

货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某某交易所组织

4962 名客户进入交易系统参与交易，非法

交易成交额合计 586 亿元，交易共产生手续

费和递延费 1.57 亿元。

作案手段

1.在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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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以实物贵金属交易

为名，非法经营贵金属期货交易，并利用居

间商大量介绍客户。

2.通过采取网上推介和发放宣传材料，

以加盟形式发展代理商，由代理商发展客户

等方式，向社会公众广泛宣传电子贵金属交

易业务，并迅速发展壮大客户群体。

防骗小贴士

1.我国境内从事黄金等金融产品交易

的交易场所，必须经国务院相关金融管理部

门批准设立，任何地方、机构或个人均不得

另设立贵金属交易所。经营期货交易，需取

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

2.贵金属类理财产品深受广大投资者

欢迎，投资人在投资前要对交易场所的资质、

交易规则以及交易产品进行深入了解，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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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跟风投资，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3.要合理衡量收益与风险，坚信天上不

会掉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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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超市的理财陷阱

案情简介

某信息咨询公司成立后，通过开办“金

融超市”，未取得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

擅自对外发布吸收存款信息，以月息 9 厘的

利息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群众 180 余人吸

收存款，涉案金额 1700 余万元。

作案手段

一是在企业名称中使用“金融超市”字

样迷惑老百姓，使其认为是正规金融机构，

放松警惕。

二是承诺“高息回报”，以月息 9 厘的

利息为诱饵，利息远远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

息，吸引老百姓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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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骗小贴士

1.投资理财应选择有相应金融业务资

质的正规金融机构，通过正规渠道获取金融

服务。正规金融机构必须经金融管理部门依

法许可、按照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开展业务。

投资者可以登录金融管理部门网站、行业协

会网站查询机构有关信息、或者向当地金融

管理单位核实机构资质。

2.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承诺高额回报

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不要被企业“高利息”

“高收益”等虚假宣传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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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公司的投资骗局

案情简介

案例一：孔某峰、张某发起成立某某投

资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金对外投

资 (不含金融、证券、期货、理财、基金业

务)等，孔某峰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张某为公司股东，聘用蒋

某贡等人为客户经理，以投资理财高回报为

诱饵，利用出租车 LED 传媒投放广告、宣传

手册及口口相传等方式向社会宣传，与存款

客户签订委托理财协议书等，约定月利率

1%-2% ，期限 1-12 个月不等，向社会公众

吸收资金。2014 年 6 月份以来，某某公司

先后从张某良等人处非法吸收存款 693.64

万元。

案例二：李某某先后在连云港市新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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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州区开设四家某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门

店， 在明知自己没有还款能力的情况下，

隐瞒其投资亏损、尚欠巨额高利贷的真相，

以收入稳定，高额利息为诱饵，虚构投资事

业、实力雄厚的事实，通过灯箱广告、LDE

显示屏字幕、口头宣传、赠予小礼品等方式，

采取委托投资理财的手段，公开向社会不特

定公众非法集资 7OO 余万元。

作案手段

一是广宣传。利用出租车 LED 屏投放

广告、宣传手册及口口相传等方式，虚构企

业实力雄厚的假象，向社会宣传投资理财模

式和产品。

二是高回报。约定月利率 1%-2%，期限

1-12 个月不等，以高息诱惑吸引社会公众

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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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假规范。与存款客户签订委托理财

协议书等，以看似规范的形式取得投资人的

信任。

防骗小贴士

1.注册登记时经营范围明确“以自有资

金对外投资”的，不得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

2.投资理财应选择有相应金融业务资

质的正规金融机构。一看有无金融业务许可

证，能够提供金融业务许可证的，建议还要

到相应的金融管理部门网站查询许可备案

信息；二看法人的营业执照，看其从事的经

营活动是否超出了登记注册的经营范围。

3.当前各类投资公司名目繁多，投资者

一定要擦亮眼睛，摒弃“发横财”“一夜暴

富”等不切实际的想法，不要被不法分子所

谓的“高利息”“高回报”所蛊惑，也不要

被一些小恩小惠所干扰。



第二部分 法律知识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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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非法集资?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规定，所

谓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

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

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

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该定义明确了非法集资的三要件：

一是“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

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即非法性；

二是“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

回报”，即利诱性；

三是“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即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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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的主要表现形式有哪些?

（一）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

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以返本销售、售

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

法吸收资金的；

（二）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

法吸收资金的；

（三）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

联合种植(养殖)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四）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

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

目的，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

收资金的；

（五）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

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

非法吸收资金的；

（六）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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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

收资金的；

（七）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

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

收资金的；

（八）以网络借贷、投资入股、虚拟币

交易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九）以委托理财、融资租赁等方式非

法吸收资金的；

（十）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

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等方式非法吸

收资金的；

（十一）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

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二）其他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

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有哪些?

一是承诺高额回报。不法分子编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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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掉馅饼”“ 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诺投

资者高额回报。为了骗取更多的人参与集资，

非法集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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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集资参与人遭受经

济损失。

二是编造虚假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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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创业创新等幌子，编造各种虚假

项目，有的甚至组织免费旅游、考察等，骗

取社会公众信任。

三是以虚假宣传造势。不法分子在宣传

上往往一掷千金，聘请明星代言、名人站台，

在各大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发布广告、在

著名报刊上刊登专访文章、雇人广为散发宣

传单、进行社会捐赠等方式，制造虚假声势。

四是利用亲情诱骗。有些非法集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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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了完成或增加自己的业绩，有时采取

类传销的手法，不惜利用亲情、地缘关系，

编造自己获得高额回报的谎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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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规避非法集资陷阱?

要想避开非法集资陷阱，大家一定要牢

记“四看、三思、等一夜”。

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是否取

得企业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

牌照或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二看宣传内容，

看是否含有或暗示 “有担保、无风险、高

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

看项目真实性、资金投向、获取利润的方式

等。四看参与主体，看是否主要面向老年人

等特定群体。

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产品及市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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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规律。三思自己

是否具备承担损失的能力。

等一夜。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

家人朋友的意见，不要盲目相信造势宣传、

熟人介绍、专家推荐，拖延一晚再决定。

参与非法集资的损失由谁承担?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 25 条

规定，因参与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

参与者自行承担。这意味着一旦社会公众参

与非法集资，其利益不受法律保护；经人民

法院执行，非法集资人仍不能清退集资款的，

应由参与者自行承担损失，不得要求政府、

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承担。

发现非法集资线索，应当怎么办?

人民群众一旦发现非法集资线索，可以

向非法集资人登记地(非法集资人系个人的，

向其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公安机关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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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向当地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反映，

或通过“金安举报中心”小程序进行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