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非法法集集资资公公司司寿寿命命多多数数仅仅一一年年
办案人员建议，设黑名单限制违法人员金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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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省多城市出
现投资理财公司跑路、非
法集资资金链条断裂的
事件，众参与者血本无
归。近年来，山东省范围
内非法集资犯罪呈多发
态势，集资手段不断翻
新，形式更加隐蔽，非法
集资从生产领域向资本
领域扩展、从城市向农村
蔓延、活动空间从实体转
战网络，一旦倒闭易引发
全国连锁反应。

济南市公安局对非
法集资案件中的违法人
员设立黑名单制度。“公
安一家监管是很难的，需
要金融办、公安、工商、税
务、金融、保险等诸多职
能部门建立一个联动机
制。”一名长期一线办案
的民警说。

“非法集资犯罪往往是从
小额资金的聚拢开始。”济南
中院刑二庭庭长张威力说，这
类案件往往以小博大，步步深
入，案件潜伏周期较长。前期，
犯罪分子往往采用及时兑付
高额回报的方式取得投资人
的信任，致使投资人再次投
入，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也不
计风险，纷纷加入其中，滚雪
球式的发展模式最终致使资
金链断裂，且从作案到案发迁
延时间较长，给案件取证、追
赃工作都带来相当大的难度。

非法集资行为具有极强
的隐蔽性和迷惑性，而且具有
一定的时间持续性。以投资理
财公司为例，一般参与投资担
保公司的投资人为了安全起
见，最初是短期借款。“投资担
保公司在最初阶段基本能够及
时兑现其承诺的高利息，从而赢
得投资人的信任，让其放心将钱
放在公司，甚至进行追加。”办案
民警称，随着更多人投钱,担保
公司就会计算其成本和获益，一
旦这种高利息无法支撑，整个
资金链就会断掉。

“根据多个非法集资案件的
查处情况，一般非法集资公司从
成立到案发大约是一年时间，如
果拆借合适的话，时间可能会
长，但是造成的损失会更大。”办
案民警称，在非法集资公司运营
前期，监管部门很难发现其违法

行为，以至于雪球越滚越大，才
导致问题发生。

“由于这种投资公司并不
在金融监管部门备案，所以我
们很难对其实时监管。”之前，
山东省金融监管部门一负责人
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投资公司
在工商部门注册时，所填写的经
营范围大多是“投资咨询”等不
需要相关部门审批的事项。但不
少公司开起门店后，暗中从事吸
收存款、非法集资、高利放贷
等违法违规活动。

该负责人介绍，山东省开
展金融改革以来，鼓励各市开
设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
但这些金融机构在开展业务
之前，必须通过金融监管机构
的前置性审批并获得相应的
经营许可。对于经过备案的金
融机构，监管部门会对其业务
开展的情况进行定期审查。但
一些投资公司取得工商注册
之后，避开金融监管部门的备
案审批，金融监管部门很难对
其进行管理。

据了解，济南市公安局经侦
支队对非法集资案件中的违法
人员设立黑名单制度，对其参与
金融活动采取一定限制。“对非
法集资活动的监督和管理，涉及
金融办、公安、工商、税务、金融、
保险等诸多职能部门的管辖,这
需要一个联动机制。”一位长期
在一线办案的民警称。

[如何监管]
需要多部门形成联动机制

[为何频发]
闲散资金急需寻找投资出路

“我的30万元本金还没
要 回 来 ，投 资 公 司 就 关 门
了。”近日，济南市民李女士遭
遇集资诈骗，其投资的公司于
10月下旬突然关门。高额利息
是吸引李女士将30万元现金放
到这家投资公司的最大原因，
而此前李女士将这笔钱放在银
行，可是银行利息相较于投
资公司低太多了。

面对一个月2%甚至更高的
利息，很多人都像李女士一样
将钱从银行中取出放进投资公
司。“现在股市虽然有点回暖，
可是咱们不懂里面的道道，黄
金也一直跌，手里拿着钱找不
到投资的路。”李女士的话反映
了当前数额庞大的民间闲散资
本急需寻找投资出路的困境。

与此同时，长时间的经济
形势下行的窘迫局面，让众多
中小企业陷入经营困局，其中
最大的一个障碍就是缺乏流动
资金。自2008年之后，号称连接
民间资本和企业的中介的小额
贷款公司开始大规模出现。近
日，记者在省城佛山街看到，几
百米范围内，就有三家投资公
司正在营业。

今年3月，烟台芝罘公安分
局经侦大队破获了一起特大非
法吸收存款的案件，涉案金额
多达八千万人民币，原华阳友
邦（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烟台分
公司主要负责人姜某和姜某某

（女）已经芝罘区人民检察院批
准逮捕。该公司以复盘纳斯达
克股票和投资海南某处度假山
庄为借口，骗取一千余名市民
8000万余元。

非法集资具有极强的隐蔽
性，多数以合法形式掩护。案件
频发已经成为当前一种态势，
而且涉及金额和群众人数也非
常庞大。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相
关负责人曾介绍，非法集资犯
罪涉案金额增大，案件一般占
同期经济犯罪案件总数的5%，
但涉案金额占到10%以上。

此外，办案民警也发现，非
法集资职业化趋势显现，一些
企业和个人专门从事低吸高放
业务，成为所谓的“资金掮客”。
他们赚取中间利润，有的案件
中集资代理人非法获利达
15%—30%，甚至一人代理几
家，对非法集资活动起了推波
助澜的作用。

我省警方已经开始注意各
种P2P网贷平台。前期，莱芜市
查办了首起利用互联网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案。犯罪嫌疑人在
明知不具备金融机构资质的情
况下,设立网贷平台,对外宣称
是新型P2P网络借贷第三方信
息中介平台，发布虚假借款信
息，以高额回报(年利率20%-
24%)为诱饵，非法向社会公众
吸收资金,涉及全国30个省市
1000余人，涉案金额1亿余元。

非法集资乱象透视

本报记者 韩笑 杜洪雷 马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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