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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示警 非法集资的圈套不得不防
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层出不

穷，对于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给

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风

险。2015年，“e租宝”案件波及了全

国大部分省份，涉案金额高达几百亿

元，波及到上百万人。2016年昆明泛

亚有色非法集资案件，2017年钱宝网非

法集资案件，2018年联璧金融非法集资

案件，2019年大志投资集团非法集资案

件。每年几乎都会有新的非法集资的

案件发生，每个案件的背后都涉及无数

的受害者。因此，如何识别身边非法集

资的圈套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次为广

大读者介绍几个典型案例。

□ 潘翔宇

虚拟项目 高额回报
“高额回报”是非法集资者屡试

不爽的一个“绝招”。以项目开发、生

态环保投资等名义，通过入股分红、

发行或变相发行股票等权利凭证或

通过售卖权益份额、签订持股协议等

方式，进行非法集资。在高额回报的

“钱景”面前，很多人将自己的血汗钱

投进了所谓的“项目”。结果，投资人

的资金有去无回。

案例回顾：

1994年，北京一家机电科技产业

公司，以“高新机电技术开发合作”

为名目，签订“技术开发合同”，向社

会广募资金。合同中明确规定了公

司在一年内将产生 1 亿元的产值，甚

至许出了24%的年息。

为了制造经营业绩良好的假象，

主犯沈某把3.2亿元集资款变成公司

的营业销售收入，然后向税务部门缴

纳了1100多万元的税款。与此同时，

还在人际公关上大下工夫，他先后聘

请了160多名曾经担任过领导职务的

老同志担任公司的高级顾问，由此构

筑起了一个强大的官商关系网。

与此同时，沈某先后在全国设立

了 20 多个分公司和 100 多个分支机

构，雇用职员 3000 多人，主要的业务

就是登广告、炒新闻、集资。在不到

半年的时间里共集资 10 亿多元人民

币，受害投资者达 10 万人，其中个人

集资款占集资总额的93%。

据金融专家介绍，10 多亿元的

巨款能取得 10%的利润已属不易，

要 偿 还 24% 的 年 息 ，纯 属“ 天 方 夜

谭”。所谓的技术开发合同更是成

了一纸空文，从第一份技术开发合

同签订之日起的半年时间里，全公

司只售出电动机五六十台，价值仅

600 多万元，所谓的电机开发完全成

了骗人的幌子。

网络传销 害人害己
随着网络的发展，不法分子也改

变了传销的方式。不法分子通过境

外服务器开办网站，并由传销组织的

骨干成员向下逐层发展线下成员来

进行非法集资。与传统意义上的传

销活动相比，网络传销传播更快、涉

及范围更广、欺骗性更强、危害更大。

案例回顾：

2007年初，石某某、吴某、杨某某

等人先后在武汉市、重庆市等地密

谋，虚拟网上电子基金，以传销方式

销售该基金。他们编制“韩国利仁

国际投资集团”网站，虚构该公司海

外背景、投资前景，并发布一系列关

于“韩国利仁国际投资集团”的虚假

信息。其后以每股 360 元、每天 5%

的高额返利为诱饵，以“发展成员提

成奖”“中心领导奖”等鼓励投资者

发展下线。

2007 年 2 月至 3 月间，石某某等

人用化名、曾用名在宁夏、四川、湖

北、重庆等地通过他人发展投资者，

以传销方式“拉人头”，销售“韩国利

仁集团私募基金”。截至2007年5月

25日，共骗取人民币1200余万元。上

述款项除返利、提成670余万元外，其

余被石某某、吴某、杨某某等人分赃

并挥霍。

股权转让 诱骗上当
作为普通大众，往往不熟悉股权

转让运作，这就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

机，他们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擅

自发行股票、企业债券，从事非法股

权转让活动，诱骗投资者上当。

案例回顾：

2011 年 3 月，张某成立了北京某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任法定代表人，

实际经营地为本市朝阳区某处。张

某在 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2 月间，以

购买股份高额返利的名义，即投资

者每投资 1.5 万元，其中的 1 万元购

买公司万分之零点二的股份，0.5 万

元用于购买公司的玉器，6 个月为一

个周期，每个月返利 2100 元，6 个月

后返还 1 万元本金，向社会非法募集

资金。据统计，该公司向北京的于

某等投资人非法募集资金人民币

141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