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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上 不 会 掉 馅 饼天 上 不 会 掉 馅 饼 ””，，

网 上 也 没 有网 上 也 没 有““ 免 费 的 午免 费 的 午

餐餐””，，投资者应注意抵制诱投资者应注意抵制诱

惑惑，，谨慎面对互联网理财谨慎面对互联网理财，，

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谨慎对待自己的血汗钱，，

防范互联网非法集资防范互联网非法集资——

不法分子打着“区块链”“虚拟货币”“以房养老”等旗号招摇撞骗——

远离互联网非法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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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北上资金净流入近200亿元

科创板交易

五类红线不能踩
本报记者 温济聪

近段时间以来，非法集资活动呈
现出“上网跨域”的特点，互联网金融
平台领域案件多发频发，部分不法分
子打着“区块链”“虚拟货币”“以房养
老”等旗号开展非法集资活动，极大损
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什么是非法集
资？怎么才能守护好你我的血汗钱？

什么是非法集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
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非法集资是违反国家金融
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
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

据了解，非法集资行为需同时具备
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4个特
征要件。其中，非法性是指未经有关部
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
吸收资金；公开性是指通过媒体、推介
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
宣传；利诱性是指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
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
给付回报；社会性是指向社会公众即社
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日 前 ，北 京 市 2019 年“ 携 手 筑
网 同防共治”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
集中宣教活动举行。在现场，揭开了
本次活动的序幕，并首次公开播放防
范非法集资公益广告宣传片《知道
篇》。

在视频中有这样一段话，道出了
互联网非法集资的本质，“保本金、高
利息、低风险、零门槛，看上去很美，但
你能接受被骗得一分不剩吗？天上不
会掉馅饼，网上也没有免费的午餐，抵
制诱惑，谨慎面对互联网理财，谨慎对
待自己的血汗钱，保持冷静，珍惜资
产，防范互联网非法集资”。

业内专家表示，非法集资常见手
段主要有 4 种，一是承诺高额回报。
不法分子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
富翁”的神话，许诺投资者高额回报。
为了骗取更多的人参与集资，非法集
资人在集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
诺本息，待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便秘
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参与

人遭受经济损失。
二是编造虚假项目。不法分子大

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或企业，打着响
应国家产业政策、开展创业创新等幌
子，编造各种虚假项目，有的甚至组织
免费旅游、考察等，骗取社会公众信任。

三是以虚假宣传造势。不法分子
在宣传上往往一掷千金，聘请明星代
言、名人站台，在各大广播电视、网络
等媒体发布广告、在著名报刊上刊登
专访文章、雇人广为散发宣传单、进行
社会捐赠等方式，制造虚假声势。

四是利用亲情诱骗。有些类传销
非法集资的参与人，为了完成或增加
自己的业绩，不惜利用亲情、地缘关
系，编造自己获得高额回报的谎言，拉
拢亲朋、同学或邻居加入，使参与人员
迅速蔓延，集资规模不断扩大。

如何识别和防范

“如遇以下情形向公众集资的，务
必提高警惕。”监管部门有关工作人员
表示，包括以“看广告、赚外快”“消费
返利”为幌子的；以境外投资股权、期
权、外汇、贵金属等为幌子的；以投资
养老产业可获高额回报或“免费”养
老、“以房”养老等为幌子的；以私募入
股、合伙办企业为幌子，但不办理企业
工商注册登记的；以投资虚拟货币、区
块链等为幌子的；以“扶贫”“互助”“慈
善”“影视文化”等为幌子的；在街头、
商场、超市等发放投资理财等内容广
告传单的；以组织考察、旅游、讲座等
方式招揽老年群众的；“投资、理财”公
司、网站及服务器在境外的；要求以现
金方式或向个人账户、境外账户缴纳
投资款的。

与此同时，该人士提醒，在投资理
财时还要注意：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
高息“保险”、高息“理财”，高收益意味
着高风险。不被小礼品打动，不接收

“先返息”之类的诱饵，记住天上不会
掉馅饼。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
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
订投资理财协议，不接收从业人员个
人出具的任何收据、欠条；购买保险过

程中要尽量做到“三查、两配合”，即通
过保险公司网站、客户热线或监管部
门、行业协会网站查人员、查产品、查
单证，配合做好转账缴费、配合做好回
访。注意保护个人信息，关注政府部
门发布的非法集资风险提示，遇到涉
嫌非法集资行为及时举报投诉。

一位业内专家表示，防范非法集
资可以采用“四看三思等一夜”法。具
体来看，“四看”即一看融资合法性，除
了看是否取得企业营业执照，还要看
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或经金融管理
部门批准。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
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

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
式，有没有实体项目，项目真实性、资
金的投向去向、获取利润的方式等。
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
老年人等特定群体。

“三思”即一思自己是否真正了解
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
合市场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
具备抗风险能力。

“等一夜”是指遇到相关投资集资
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
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
不要盲目相信造势宣传、熟人介绍、专
家推荐，不要被高利诱惑盲目投资。

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
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
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

“区域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
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把集资参
与人的胃口“吊”起来，让其产生“不容
错过”“机不可失”的错觉。非法集资
人一般会把“饼”画大，尽可能吸引参
与人眼球。

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
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
种造势活动，比如新闻发布会、产品推
介会、现场观摩会、体验日活动、知识
讲座等；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
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大量展示各种
或真或假的“技术认证”“获奖证书”

“政府批文”；公布一些领导视察影视

资料，公司领导与政府官员、明星合
影；故意把活动选在政府会议中心、礼
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
具欺骗性。

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
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
分红，给参与人初尝“甜头”，使其相信
把钱放在他那儿不仅有可观的收入，
而且比放在自己口袋里还安全，参与
人不仅将自己的钱倾囊而出，还动员
亲友加入，集资金额越滚越大。

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
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是因
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而人去楼空，
或是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而
跑路。使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
失，甚至血本无归。 (文/钱箐旎)

认清非法集资活动

近日，一张黑中介骗贷团伙组织

开展运营培训的照片引发关注。一些

网友无奈之余感叹道，“竟然骗子都这

么‘努力’了？”实际上，据第三方机构

观察，随着欺诈技术的发展，以移动网

络为“温床”的金融诈骗，呈现受骗报

案量占比高、受骗金额高、受害者低龄

化的“两高一低”趋势。刚毕业的大学

生、打工族和农村人群由于防骗能力

弱，社会经验不足，容易成为骗子重点

行骗人群，而且，骗子在诈骗成功后往

往会选择连环作案。

假冒客服没放款先收费 、包装

资质承诺下款、花钱消除征信污点、

注销网贷账号转移授信额度等，这

些都是当下出现的一些新型金融欺

诈。

在面对这样一些精心设计的连

环诈骗，以及移花接木的组合骗术，

的确让人感到有些防不胜防。但无

论怎么变，骗子的最终目的是“钱”，

要想守住自己的辛苦钱，就要多问自

己几个问题，比如，这真的是银行或

者公检法等打来的电话吗？为什么

找到我？我为什么要借这些钱？这

些钱都给了谁？

其实，众多诈骗案件中，受害者在

接到陌生电话时基本都会在第一时间

质疑，但骗子是组团专业行骗，会根据

实际情况随时修改诈骗剧本。骗子掌

握的受害者信息一般来自网络，通过

非法手段取得。由于受害者缺乏防骗

知识，做出一些无效核实的动作，容易

上当受骗。

比如，当接到假客服电话时，许多

人已有和官方客服联系核实的意识。

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应当从自己手机

APP 中查找客服电话，并主动呼出。

骗子多是利用网络电话进行诈骗，使

用的是可以随意设置的虚拟网络拨

号，呈现出来的来电号码看似就是银

行或者公检法等机构的，但背后实际

是处心积虑的骗子。

提高金融防诈骗意识，多主动了

解一些防骗知识，是抵挡住骗子的第

一道防线，也是最有用的一道防线。

很多不法分子常常抓住人们的侥幸心

理，通过利益诱惑进行各种诈骗，面对

“天上掉馅饼”的事，一定要多个心眼，

避免上当受骗。

除了利益诱惑，在现实中，还出

现 了 传 统 电 信 诈 骗 升 级 变 种 的 案

例，近期就有一个案例，是骗子运用

假冒通信局、假冒公检法、利用网贷

平台诱骗构成一套三步走的诈骗组

合拳，剧情场景层层深入，利用威逼

恐吓和骗取信任进行心理攻防，最

终达到骗取存款和信贷借款的双重

利益目的。

面对这样的新欺诈手段，更需要

当事人提高警惕。对个人来说，要清

楚地认识到，从网贷平台借款收到的

资金属于信用消费贷款，是自己名下

的负债，需要自己去偿还的。与此同

时，还要注意切勿轻易以任何名义要

求借款转账，以免造成经济损失。此

外，还应警惕陌生人以任何理由要求

加QQ或加微信，实际上，通过聊天博

取好感再进行金融诈骗的案例也不在

少数，且金额往往较大。最后，如果在

转账时发现转账账户为个人账户，且

人名又不熟悉，则一定要小心对方很

大可能是骗子。

当然，除了个人的主动设防外，防

范新型金融欺诈还需要金融机构主动

输出金融知识，用更能被群众接受的

方式，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让群

众知道怎么运用正当途径守护好自身

的“钱袋子”，用实际行动维护金融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金融监管部

门也要联合公检法等单位，对金融诈

骗行为及时介入，用“组合拳”方式对

金融诈骗行为形成高压态势，保护公

众的合法权益。

随着科创板股票申购大幕
开启，一些股民朋友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不过，在交易科创
板股票时，5 类交易红线可不
能碰。

日前，上交所正式发布实
施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

（试行）》，公开异常交易行为
的监控标准。通过总结、提炼
和归纳现有监管经验，将虚假
申报、拉抬打压股价、维持涨

（跌）幅限制价格、自买自卖
（互为对手方交易）和严重异
常波动股票申报速率异常等 5
大类共 11 种典型异常交易行
为监控标准向市场公开，并对
上述行为类型均作了定性和
定量的描述。

虚假申报，是指不以成交
为目的，通过大量申报并撤销
等行为，引诱、误导或者影响其
他投资者正常交易决策的异常
交易行为。开盘集合竞价阶段
同时存在下列情形的，上交所
对有关交易行为予以重点监
控：以偏离前收盘价5%以上的
价格申报买入或者卖出；累计
申报数量或者金额较大；累计
申报数量占市场同方向申报总
量的比例较高；累计撤销申报
数量占累计申报数量的 50%
以上；以低于申报买入价格反
向申报卖出或者以高于申报卖
出价格反向申报买入；股票开
盘集合竞价虚拟参考价涨（跌）
幅5%以上。

拉抬打压股价，是指大笔
申报、连续申报、密集申报或者
明显偏离股票最新成交价的价
格申报成交，期间股票交易价
格明显上涨（下跌）的异常交易
行为。在有价格涨跌幅限制股
票的开盘集合竞价阶段，同时
存在下列情形的，上交所对有
关交易行为予以重点监控：成
交数量或者金额较大；成交数
量占期间市场成交总量的比例
较高；股票开盘价涨（跌）幅5%
以上。

维持涨（跌）幅限制价格，
是指通过大笔申报、连续申报、

密集申报，维持股票交易价格
处于涨（跌）幅限制状态的异常
交易行为。连续竞价阶段同时
存在下列情形的，上交所对有
关交易行为予以重点监控：股
票交易价格处于涨（跌）幅限制
状态；单笔以涨（跌）幅限制价
格申报后，在该价格剩余有效
申报数量或者金额巨大，占市
场该价格剩余有效申报总量的
比例较高，且持续 10 分钟以
上。

自买自卖（互为对手方交
易），是指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
户之间或者关联账户之间大量
进行股票交易，影响股票交易
价格或者交易量的异常交易行
为。股票交易同时存在下列情
形的，上交所对有关交易行为
予以重点监控：在自己实际控
制的账户之间频繁、大量交易；
成交数量占股票全天累计成交
总量的 10%以上或者收盘集
合竞价阶段成交数量占期间市
场成交总量的30%以上。

严重异常波动股票申报
速率异常，是指违背审慎交易
原则，在股票交易出现严重异
常波动情形后的 10 个交易日
内，利用资金优势、持股优势，
在短时间内集中申报加剧股
价 异 常 波 动 的 异 常 交 易 行
为。股票交易出现严重异常
波动情形后 10 个交易日内,
连续竞价阶段 1 分钟内单向
申报买入（卖出）单只严重异
常波动股票金额超过 1000 万
元的，上交所对有关交易行为
予以重点监控。

在北京理工大学公司治
理与信息披露研究中心主任
张永冀看来，这 5 大类异常交
易行为，异常模式和性质非常
典型，很可能干扰市场价格调
节机制的正常运行，甚至误导
投资者的交易决策，对市场秩
序产生不良影响。对于实施
异常交易的投资者，上交所可
对其实施监管措施或者纪律
处分，严重者将被认定为不合
格投资者，不能再交易科创板
股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