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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一天俩投资公司老板失联

有有钱钱有有闲闲，，老老人人屡屡陷陷投投资资骗骗局局

银行信贷规模紧缩的背景
下，民营企业融资门槛提高，众多
中小企业陷入缺乏资金的困局。
在此背景下，投资担保公司便趁
机以高息诱惑吸纳公众存款，然
后把钱借给中小企业使用，从中
赚取利率差。如利息合适、资本运
作正常、资金链没有断裂，问题就
不会暴露。一旦暴露，跑路就成了
公司负责人最常见的选择。

“注册成立‘投资公司'的门槛
很低，所以整个行业处于鱼龙混
杂的状态。这些“跑路”公司自身
在风险管控上没有做到位，对于
借款企业也缺乏审核机制。而因
为行业没有明确行业规范和监管
方，更是纵容了资金链断裂风险
的存在。”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
财经大学当代金融研究所所长陈
华告诉记者。

陈华认为，简政放权并不是
疏于管理。相关部门要尽快发挥
监管作用，提前对市场做出规范，
而不是等风险出现后再去弥补。

“对非法集资活动的监督和
管理 ,涉及金融办、公安、工商、税
务、保险等诸多职能部门的管辖，
这需要一个联动机制、做好监管
部门的联合执法。”一位长期在一
线办案的民警称。

明确监管方

让骗子无机可乘

别相信超高回报率。要坚信
“天上不会掉馅饼”，对“高额回
报”的投资项目要冷静分析。

别相信证件齐全资金雄厚。
投资公司都是“证件齐全”、注册
资金在千万元以上，但这些并不
代表公司是合法经营、实力雄厚
的。在企业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
革后，成立“投资公司”的门槛已
经被降得很低。

别相信经营不合法会立刻叫
停。以往一些非法集资案例证明，
有的非法集资行为虽然存在较长
时间，并未得到及时有效的监管
和查处。

别相信小恩小惠免费赠品。
存钱还送大米、白面、蔬菜、豆油，
甚至蚕丝被，这样的好事上哪去
找？其实，投资公司抛出那些小恩
小惠，不过是在“钓鱼”。
本版稿件采写 本报记者 韩笑

本报见习记者 郑帅

担保问题频出

市民如何防范

10日，济南又有两家
投资公司跑路，受骗的老
人们不再像往常一样能
拿到利息，而是守着空空
的大门，等待最新消息。

在公司资金链断裂、
投资老板跑路早已不是
新鲜事的当下，设局骗钱
的投资担保公司仍旧像
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再长
一茬，而有钱又有闲的老
年人，成了他们的重点目
标。

10日上午10点，位于解放
路13号的兴丰行投资担保公
司挤满了投资者。他们情绪激
动，多数都是老年人，从9日下
午就联系不到公司的老板了。

“我们都在这里投了钱，9
日晚上业务员说老板联系不
到，大家一大早就赶过来看看
情况。”一位老人指着办公室
仅剩的几张桌子，语气愤懑。
公司已停止营业，地上废弃的

纸片散落一地，有些窗子的玻
璃也碎了。

一位投资者代表正忙着召
集每个人登记投资数额及联系
方式。到上午11点多，这份5张
纸的表格共统计了130多名投
资者，他们少的投资一两万，多
则一百多万，粗略一算，表格上
统计的投资额有一千多万元。

据该公司的一位业务员
说，公司成立刚好一年，自己也

投了2万元。“7日的时候，有些
到期的钱公司推迟不给兑付，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于是想把
钱拿回来。我给老板打电话，他
很痛快地答应，但当时以在外
地为由，一直拖着没给打钱。本
来答应着9日下午回来，结果不
但没回来，电话也打不通了。”

不一会，甸柳新村派出所
的民警赶到现场，在安抚投资
者后，进行了调查取证。

现场：公司成立一年，吸资超千万

几乎是同一时间，郎茂山
路附近的龙佳投资公司的老
板也失联了。10日本来是领取
利息的日子，老人们来到公
司，却得知了这个让他们意外
的消息。“这家公司和兴丰行
虽然名字不同，其实董事长是
同一个人。”一位工作人员向
记者透露。

“我早就感觉事情不对
了。”家住阳光100小区的李大

爷骑着电瓶车来到龙佳投资
公司，却不得不和其他老人一
样接受老板失联的现实。

据悉，李大爷和老伴退休
在家，平时都在小区附近遛狗，
经常路过这家装修豪华的投资
公司。之后，公司工作人员进小
区宣传，李大爷和老伴前来咨
询。“我要工作人员留下身份证
复印件，他没同意，我就觉得事
情不对，可是我那老伴根本不

听我劝，投了3万。”
一个月后，经不住业务员的

劝说，李大爷的老伴还想继续追
加投资。“绝对不能再投了！”李
大爷瞪眼喝止她的想法。

“今天，老伴让我来领利
息，却遇到这个情况。不知道
回家后该怎么跟她说，她那急
脾气肯定受不了这打击。”李
大爷站在大门紧闭的公司门
前，久久不愿离去。

说法：“一直拦着老伴，她还是投了3万”

本想投资赚些利息，却遭
遇老板跑路，这样的剧情早已
不是第一次出现，仅今年本报
就曾报道10余起类似案例，老
人们又多是受害者。他们闲暇
时间富余，又怀揣着“高额回
报”的梦想，在投资公司“证件
齐全”、“实力雄厚”的吹嘘下，
纷纷出手。

4个月前，70岁的孟大爷收
到了龙佳投资公司的一张宣传

单。因为之前看过新闻关于投
资公司跑路的报道，面对投资
一万每月可赚150元诱人的利
息，孟大爷没有轻举妄动。

随后的时间里，孟大爷经
常来公司参加活动。很多个早
晨，他排队免费领到了蔬菜、
油等物品，也顺道和公司的业
务员聊聊天，打听投资项目。

“说着说着，工作人员给
我介绍了很多投资项目，还给

我看了公司营业执照。看到身
边投钱的人都拿到了利息，我
觉得这事靠谱，就投了7万。”
孟大爷告诉记者。

就在4天前，公司用三辆
旅游大巴把孟大爷等投资者
带到日照，考察了一个生产墙
体装饰材料的工厂，说要进行
投资。“怎么好好的，公司说没
就没了呢。”孟大爷至今仍想
不通。

忽悠：送菜送油，还有外市考察

民间狂热的“投资梦”难被
叫醒，投资担保这个行业的监
管也一直存在“真空”地带。

10日下午，记者向济南市
工商局、济南市金融工作办公
室进行了咨询。济南市工商局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投资公
司的营业执照登记由工商局负
责，但投资公司超出营业许可
范围经营涉及金融方面，具体
问题建议咨询济南市金融办。

而济南市金融工作办公室
工作人员表示，这种投资公司
一般只需要经过工商局注册成
立，并不在他们监管范围内。他
们监管的是融资性担保公司，
非融资性担保不属于他们监
管。

之前，山东省金融监管部
门一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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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其业务开展的情况进
行定期审查。但一些投资公司
在注册时，填写的经营范围是

“投资咨询”等不需要相关部门
审批的事项，却暗中从事吸收
存款、非法集资等活动，金融监
管部门很难对其进行管理。”该
负责人说。

投资公司爱钻

监管空白

专家观点

10日在龙佳投资公司门前，老人们得知了公司老板失联的消息。 本报记者 韩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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