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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0多多万万不不到到半半月月就就打打了了水水漂漂
活动现场有很多市民前来报案，诉说被骗经历

本报律师团现场支招

受受害害者者难难维维权权，，急急需需““监监管管前前置置””
本报记者 王晏坤

19日上午，本报律师团5名
律师走进活动现场，为市民朋
友解答一些与金融理财及非法
集资相关的问题。他们认为目
前大多数受害者出现了维权难
的情况，监管部门应建立相关
监测预警体系，做到事前监管。

本报律师团成员、山东信谊
律师事务所律师姜兆良讲解了
一些与民间投资和借贷相关的
问题。姜兆良说，目前民间借贷
的形式很多，是否合法不能一概
而论。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
中规定，只要利率不超过央行规
定的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

“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一些企业或者个人打着

借贷的旗号筹集生产经营所

需的资金，向社会不特定的对
象吸收资金，然后把这些资金
拿来投资或者放贷，赚取高额
的利息差，这样就有非法集资
的嫌疑了。”姜兆良说。

那么，如果手头上有闲
钱，但不想把钱放在银行，又
苦于找不到可靠的投资项目，
是否可以把钱放在财富理财
公司呢？对此，本报律师团成
员、山东中亚顺正律师事务所
律师付磊称，不建议市民直接
把钱交给民间借贷的平台委
托理财。根据国家法律的规
定，一般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
没有金融牌照，不具有资质开
展“吸储放贷”业务。

本报律师团成员、山东平
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明军认
为，目前针对非法集资行为的

预警机制不够完善，加之非法
集资案发周期长、查处取证
难，往往查处相关单位时已有

很多投资人遭受损失。他认为
要整治非法集资乱象，实现

“监管前置”迫在眉睫。

本报4月20日讯(记者 李
丹 姜宁) 在活动现场，一位
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士一直站
在介绍非法集资相关资料的
展位前。她介绍说，自己投了
100多万元到某公司，还差几天
拿利息的时候，这家公司的负
责人因为非法集资被抓起来
了。不到半个月，不仅没拿到

利息，连5家人一起凑的本金
也打水漂了。

“听他们介绍说政府给批
了地皮，他们要盖养老院，还
贴了很多资产证明图，他们也
说自己是合法的，谁知道是非
法集资。”这位女士哽咽着说。

“这个公司被查封了以
后，我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

这关系到好几家人的生计啊。
我都快被愁疯了，几天时间我
的头发全白了，今天这是出来
见人，戴了个假发。”说着，她
把假发没完全掩住的白发掀
起来给记者看。

“我最近白天、晚上睡不着

觉，我就从东头走到西头，再从

西头走到东头，这一路上我收

到了很多财富公司、投资公司

高收益的宣传单，我跟他们说，

吃一次亏就都没法活了，我再

也不会投这种东西了，那一下

就基本上倾家荡产了。我把这

些彩页装订起来了，就想来问

问这些公司到底合不合法，希

望不要有更多的家庭上当受

骗。”这位女士说道。

市金融办现场答疑

远远离离非非法法集集资资，，不不要要轻轻信信高高利利
本报记者 王晏坤

20日上午，在本报首届理
财文化节活动现场，烟台市金
融办工作人员为市民朋友讲
解了很多金融理财知识，提醒
市民一定要远离非法集资，莫
要轻信高利投资。

近年来，非法集资违法犯
罪活动频发。一些不法分子打
着各种旗号，许以市民高额回
报，从事欺诈活动。一些被蒙
蔽的市民受所谓高利息诱惑，
倾注了大量积蓄参与所谓的

“投资”，最终血本无归。
工作人员介绍，从金融理

财的角度来讲，非法集资指的
是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未经有关机关批准，向社会公
众募集资金的行为。据介绍，
最常见非法集资主要有四种
手段，承诺高额回报、编造虚
假项目、以虚假宣传造势和利
用亲情诱骗。

那么，要怎么识破骗局
呢？工作人员称，市民要学习
掌握必要的法律法规和金融
常识，要有一定的风险防范意
识。面对手段多样的非法集
资，一定要增强法律意识、风
险意识，端正心态，理性思考
和分析。

多利用高利率
来吸引老年人

2 0日上午，在活动现场，烟
台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民警来
为市民普及防范非法集资的常
识。

98岁的许先生特地赶来咨询，
他告诉民警，自己无意中遇到一个
介绍投资理财的推销员，一辈子只
知道把钱存到银行里的他听到有
近16%的利率就动心了，投资了10

万元，可一个月了一直没什么动
静，“我这么大岁数了，可经不起被
骗啊。”

“赶紧把本钱拿回来吧，你也
不花什么钱了，一旦出事了，钱都
被挥霍了，拿不回来啊。”对于许先
生的情况，经侦支队的民警给他提
了个醒。

民警介绍，很多非法集资的案
件都是用高利率吸引老年人，他们
一辈子把钱存在银行，没享受过这
么高的利息，这样“天上掉馅饼”的
事情，肯定很多人上当。

本报记者 林宏岩

被骗后要冷静
防止再次受骗

当天从活动开始，经侦支队的
民警们就开始忙活，一刻也没闲
着。很多受到非法集资坑害的市民
也来到现场，咨询接下来该怎么维
护自己的权益。

对此，经侦支队的民警介绍
说，只要公安机关立案，受害者先
耐心等待，在这段时间就不要再想
着“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了。“很多
受害者想拆东墙补西墙，再次受到
欺骗。”

“这样的理财文化节应该多
办，有些时候老人受骗就是因为我
们不懂这方面的知识。”当天，60多
岁的王先生专门从新桥赶到活动
现场，他说来了解一些常识，回家
跟邻居的老人也介绍介绍，这样就
少点人上当受骗。

本报记者 林宏岩

民警向
到场的市民
介绍非法集
资的特征，
提醒大家注
意防骗。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经侦支队

本报律师团正在为本报小记者讲解一些法律问题。 本报记
者 韩逸 摄

理财文化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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