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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串串枯燥的数字，办案民警不

厌其烦，仔细核对，终于查明，自注册公司

一年多时间，晓莉以个人名义，向其身边的

亲戚、朋友及其他人借款，并许诺每月支付

2%到6%的利息，非法吸收资金达3000余

万元。此案涉及受害人达上百人，借款金

额几万、几十万不等，其中有一名受害人宋

先生借款金额高达近百万。

据办案民警介绍，晓莉之所以屡借屡得，

首先靠的是生动的借口。其借钱的手法几乎

都一样，对每个人都说，“好项目，前景广阔。”

取得信任后，晓莉以高息为诱饵，采用“拆东

墙补西墙”的手法，疯狂吸金。事实上，该公

司的业务难以支付给借款人高额回报，直接

导致其“非吸”金额的急速膨胀与恶性循环。

目前，晓莉已被警方刑事拘留，其他涉

案人员及案件仍在进一步侦查中。（文中人

物均系化名）

以高息回报为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三千万元

揭秘80后女老总的疯狂吸金术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较为常见的非法

集资方式，给不少受骗者造成严重经济损

失。为此，警方根据经验梳理，以下10种活

动，可能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提醒市民提

高警惕，规避风险。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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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转让林权并代为保管等方式非法吸

收资金；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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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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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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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

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

金；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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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以投资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

9、以委托理财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

10、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

资金。

刚刚迈入而立之年的晓莉，独自经营

着一家投资公司，是个令人羡慕的女强

人。可“荣耀”光环的背后，藏着一个不可

告人的秘密。她自去年注册成立公司以

来，短短一年多时间，以高息为诱饵，向上

百名亲戚、朋友借款达3000余万元，最终

被人举报而案发。近日，省城警方成功破

获这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80后女老总

晓莉已被刑事拘留。

本报记者

今年9月7日，不断有市民向警方举报

称，安徽吉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存在问

题。报案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与被举报

人关系密切，不是亲戚，就是朋友，这些人

都是背着家人投资的，有的甚至到案发时

还没让家人知道。

胡先生是晓莉的远房亲戚，在去年一

次偶然的机会，他得知晓莉在省城经营一

家投资公司，前景很好，苦于缺少运作资

金。在晓莉身边人的一番游说下，胡先生

很爽快地拿出15万元，与晓莉签订了一份

借款合同，双方约定月利息2.2%。最初几

个月，晓莉均按合同约定支付利息。但最

近三个月，一点消息也没有。

“做生意，相互借贷很常见，可对方不

仅没有利息，连个说法也没有。”从事商贸

生意的胡先生隐约感觉不对劲，经多次联

系，对方均以项目正在实施、回款跟不上为

由，推辞延缓支付利息。“会不会是中了什

么圈套？”胡先生思索再三，向警方如实讲

述了心中的疑惑。

案头摆放着一叠叠举报者的诉说材

料，让经侦民警的心弦绷紧了许多，“正如

大多数受害者举报的那样，安徽吉信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涉嫌以高额利息为诱饵，开

展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

接报后，省城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制

订缜密侦查方案展开工作。专案民警初步

侦查了解到，该公司成立才一年多时间，经

营范围涉及咨询、融资、项目投资等多个领

域。1980年出生的晓莉作为该公司的总

经理，有着诸多“优秀”的头衔。

“我们进入公司时，他们丝毫没有察

觉，仍在忙业务，所有投资明细等资料都被

我们查获。”经侦民警说，9月8日上午，当

场搜获的《借款合同》非常完整，对迅速定

案起了决定作用。

当经侦民警出现时，晓莉昔日的“迷人微

笑”荡然无存，轻声叹息了一句：“游戏结束了。”

举报：生意人中了高息借款圈套

调查：搜获大量借款合同

真相：一年多非法吸金三千万

提醒：这10种活动可能
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