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多地频现非法集资诈骗，不少人血本无归

贪贪图图高高息息，，330000万万元元打打了了水水漂漂
本报3月13日讯(记者 王

尚磊 杜洪雷 周衍鹏 侯艳
艳 王忠才 ) 非法集资高利
息的背后是高风险，但总有人
难抵诱惑，铤而走险。聊城多位
市民借出全部积蓄后，借款人
卷钱失踪，他们手里只剩下了
借条。滨州一市民从亲朋处凑
了300万元，借给一熟人开办的
投资公司，不久该公司人去楼
空。我省多地频频爆出非法集
资案件，很多人被骗得血本无
归。

13日，滨州市博兴县的魏
先生告诉记者，去年7月得知
邻村张某开办的投资公司利

息很高，张某的妻子还是一家
学校的正式职工，感觉很放
心。他和侄子从亲朋好友处凑
了300万元，全部借给了对方。
第一个月从对方那里拿回第
一个月的利息，但后来就再也
见不到人了。当地警方已经着
手调查此案，目前已登记近30
名受害人的信息。

“做梦都想着找到借款人，
谁要帮我要回钱，我分一半给
他。”13日，家住聊城湖南路的
李女士仍在想方设法打听借款
人的消息。李女士说，2011年7
月，经朋友介绍，她把全部积蓄
21万元借给聊城一家设备有限

公司的周某，每个月3分3的利
息。2011年底，李女士想要回这
笔钱，对方没有同意，几个月
后，李女士再找周某时，对方已
联系不上。和李女士遭遇一样，
66岁的杨先生2011年4月份先
后借出20万元给周某，68岁的
李女士先后借出27万元，60多
岁的杨女士和亲戚朋友借出30
万元，张先生借出60万元。

杨先生出示的借条上写有
还款日期以及每个月的利息
等，借款人一栏上盖有周某的
章，担保方一栏上盖有“聊城市
东昌府区盛科环保设备有限公
司”的章，担保期限自2011年4

月29日至2012年4月29日。虽然
已经报案，但两年来一直在等
消息。

据了解，我省各地近年来
频现非法集资被骗案件。自去
年1月至今年2月份，青岛全市
法院一审受理该类案件数量
达到70件，而2008年至2011
年，全市法院一审受理非法集
资犯罪案件11件，2012年全年
受理11件。日前，东阿警方将
打着以高息投资口号行骗1 . 9
亿元的2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归案。烟台警方破获华阳友邦
(北京)投资有限公司烟台分公
司非法集资案。

““投投资资理理财财””成成骗骗子子常常用用伪伪装装
非法集资手段不断翻新，“高额回报”都要引起警惕

传销模式非法集资

七个月骗了八千万

东阿上千受害者

被骗1 . 9亿元

经不住月息3分至3 . 6分高息回
报的诱惑，东阿、东昌府、茌平等地
1000多人被骗去1 . 9亿元。东阿警方
经过一年多时间侦查，先后将行骗
1 . 9亿元的23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
案，犯罪团伙头目孙某逃往国外。

该犯罪团伙以月息3分至3 . 6
分的高额回报做诱饵，在东阿、东昌
府、茌平等地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
凡帮助吸收公众存款200万元的奖
励8-12个百分点，吸收存款300万
元的奖励15个百分点，再高的可得
到20个百分点的奖励。不到三年的
时间，这家公司就吸收公众资金
1 . 9亿元。

2011年5月，随着非法吸收的公
众存款陆续到期，这家公司无法兑
现存款本金及利息，孙某便分多次
转移3000万元资金到国外，带着妻
子逃走。东阿警方将这起案件定为
重特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经过
一年多追查，民警先后将犯罪嫌疑
人孙某某、申某、刘某等23人抓获归
案。 本报记者 王尚磊

打着复牌美国纳斯达克股市停
牌股票等名义，华阳友邦(北京)投
资有限公司在全国范围进行非法集
资。该公司烟台分公司以2%的周利
息为诱饵，短短7个月时间非法吸收
存款8000万元，上千人受骗。

据烟台芝罘警方介绍，自2013
年5月至12月底，犯罪嫌疑人姜某、
姜某某等人，以华阳友邦(北京)投
资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为依托，以
准备复牌美国纳斯达克已停牌的

“友好绿色农业”股票而向公众借款
的名义，与投资人签订借款合同，并
配送相应美国纳斯达克股权。

华阳友邦烟台分公司在吸收资
金过程中，承诺按照投资额给予高
达8%的月利息回报，每周返还2%利
息。集资采取传销的模式发展下线，
投资者发展下线到一定数量后，就
可晋升主任、经理、高级经理、总监
等职务，级别越高，抽取的提成相应
增多。

本报记者 侯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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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投资石化为名

“东港”敛财12亿

2013年底，轰动一时的青岛“东
港”非法集资案以主犯刘迪获刑11
年6个月告一段落，另89名被告人也
分别获刑。

刘迪等人自2007年以来，以青
岛齐能化工有限公司及其实际控制
的天津鑫汇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青岛万家石化有限公司等多家
公司为平台，以公司上市及投资石
化、商城等项目为名，在省内青岛、
淄博、东营、潍坊等市设立分公司或
委托代理人，以3%至9%甚至更高
的月息(分红)为诱饵，通过开推介
会、熟人之间口头宣传等方式，面向
社会大肆吸收公众资金。

经青岛市市北法院审理认定的
“东港”系列案件的犯罪数额达12亿
元，在侦查阶段登记的投资人多达
7000人。去年11月28日，市北法院以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分别对其中
89名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及以
下不等的刑罚。主犯刘迪因犯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及虚报注册资本
罪，被东昌府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1
年6个月。

本报记者 周衍鹏

不少非法集资案
都是熟人骗熟人

“不法分子在非法集资时，
往往承诺高额回报，而且一开
始都会按时兑现，以便吸收更
多资金。”山东文卓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钢表示，投资人尝到甜
头后，往往为了获取更好的回
报，将多年积蓄倾数拿出，或以
所居住的房屋进行抵押，或鼓
动身边的亲友投资，甚至高息
借贷后将资金投入许诺更高收
益的“项目”，有的受利益诱惑
直接吸收他人资金转而成为案
件被告人。

张钢说，一旦犯罪嫌疑人

案发，大多都已资不抵债、身
无分文。轻则多年积蓄化为乌
有，严重者影响家庭生活，重
则因四处躲避追债而有家不
能回，或因住房被抵债而无家
可归，或因此锒铛入狱。

“分析案例发现，很多被害
者都是通过熟人、朋友、邻居等
介绍，并没有对投资项目进行
实地考察或详细了解。”张钢律
师说，对于回报率明显过高的
投资项目，即使是熟人介绍，也
必须提高警惕。

本报记者 周衍鹏

相关案例

延伸调查

从生产领域向资本领域扩展

“非法集资活动正在从房
地产、农业、林业等传统生产
领域，向投资理财、私募股份
和资金运作等新兴领域扩
展。”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相关
负责人指出当前非法集资犯
罪的一个新特点。

在传统领域内的非法集
资，较为出名的是2008年查办
的影响全国的“万里大造林”，
涉案金额达到13亿元。

2011年，济南警方破获济
南荣昌木业有限公司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案。该公司以经营
经济林、苗木等为幌子，以托
管造林的方式，以年收益20%

的高额回报为诱饵，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

近年来，随着新的金融政
策的推行，社会上出现了大量
的投资理财公司。少数不法分
子以理财投资公司为幌子，为
了能够聚拢资金，大肆从事非
法集资犯罪。

去年，济南市公安局历下
分局侦破一起涉案3600余万
元的非法集资案。嫌疑人余某
和桑某于2008年成立一家投
资理财公司，许诺以每月3%-
6%不等的高额利息向客户借
钱，然后再以更高的利息放
贷，从中赚取利息差。

战场从城市向农村蔓延

非法集资案件多发生在
城市，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
区，因为这些地方民间有着大
量资金寻找投资渠道。“这两
年，非法集资案件逐渐开始从
城市向农村蔓延，而且一旦资
金链断裂就会严重影响农民
的生产生活。”省公安厅经侦
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农村群
众参与非法集资多是口口相
传，而且犯罪嫌疑人多以合作
社的名义进行非法集资。

去年11月27日下午，平原
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在平原县
一宾馆端掉一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的农业合作社，抓获犯罪

嫌疑人李某、郭某。李某于
2012年7月22日注册成立“粮
食种植专业合作社”，以高息
为诱饵，介绍存款的中间人另
有奖励，就这样变相吸收公众
存款160余户，共计1000余万
元。

“现在很多农民手里有一
些存款，这就被一些不法分子
惦记上了，他们一般以高息或
者奖励来吸收农民手中的存
款。根据多年的侦办经验，集
资的钱财很少会用到正规的
投资，除了拆东墙补西墙之
外，相当一部分被犯罪嫌疑人
挥霍。”该负责人介绍。

活动空间从实体转战网络

随着网络普及，不法分子
非法集资的活动空间开始从
实体向网络发展。“利用互联
网进行非法集资，不仅伪装更
隐蔽，而且涉及群体遍布全国
各地，这给侦破带来了很大的
难度。”我省警方已经开始注
意各种P2P网贷平台。

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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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非法集资以何种形
式出现，都会宣称高出常理的
利息回报，但是这个世界绝不
会天上掉馅饼。”省公安厅经
侦总队负责人提醒广大群众，
对所谓的“高额回报”“快速致
富”的投资项目一定要冷静分
析，多数情况下，明显偏高的
投资回报很可能就是投资陷
阱。

近年来，全省范围内非法集资犯罪呈多发态势，而且
集资手段不断翻新，形式更加隐蔽。近日，记者从省公安
厅经侦总队获悉，城市中多以投资理财公司伪装，农村则
是以合作社形式集资，此外利用互联网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本报记者 杜洪雷

警钟长鸣

在聊城，许多投资人难抵高息诱惑，把全部积蓄都借了出去，
结果借款人却不知去向，他们手中只剩下一张收据。

本报记者 王尚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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