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范非法集资知识 

一、非法集资的识别和防范 

（一）非法集资的定义 

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

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其他债权凭证的

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及

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 

（二）非法集资的特征 

非法集资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个特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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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

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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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三）非法集资的主要表现形式 

1.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

的，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

法吸收资金的； 

2.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3.以代种植（养殖）、租种植（养殖）、联合种植（养殖）等



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4.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

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

金的； 

5.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以虚假转让股权、发

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6.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

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7.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

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8.以投资入股、委托理财等方式或利用民间“会”“社”等

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 

9.假冒民营银行的名义，借国家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

机构的政策，谎称已经获得或者正在申办民营银行的牌照，虚构

民营银行的名义发售原始股或非法吸收资金的； 

10.非融资性担保企业以开展担保业务为名，通过发售虚假

的理财产品、虚构借款方提供借款为非法吸收资金的； 

11.假冒或虚构国际知名公司设立网站，以股权上市增值、

境外投资为名，发布销售境外基金、原始股、境外上市、开发高

新技术等信息非法吸收资金的； 

12.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为名，或通过举办所谓

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免费旅游、发放小礼品方式，专门面向



老年人非法吸收资金的； 

13.以部分价格低廉的纪念币、纪念钞、邮票有巨大升值空

间为名，承诺在约定时间后高价回购，从而非法吸收资金的； 

14.以互联网借贷信息平台（P2P）为名，欺骗公众有银行存

管进而非法吸收资金的； 

15.通过发布媒体广告、举行财富讲座、散发传单、微信、

博客、电子邮件等形式，以销售理财产品、基金产品等为名非法

吸收资金的。 

（四）非法集资的识别 

1.核实工商登记。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工商登记

资料，查明相关企业是否是经过法定程序注册登记的合法企业。

如果主体身份不合法、不真实，则是欺诈。 

2.看投资回报。对照银行贷款利率（各银行营业网点或官方

网站）和普通金融产品的回报率是否过高，多数情况下明显偏高

的投资回报很可能就是投资陷阱。根据法律规定，民间借贷的年

利率超过 24%不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 号） 

3. 核查相关信息。通过政府主（监）管部门网站，查询相

关企业是不是经过国家批准的上市公司，是不是可以发行公司股

票、债券，是不是国家规定的股权交易场所等，如果不具备发行、

销售股票、出售金融产品以及开展存贷款业务的主体资格而发行

公司股票、债券，就有可能涉嫌非法集资。如不法分子以“证券



投资咨询公司”“产权经纪公司”等名义，推销所谓即将在境内

外证券市场上市的股票，可通过政府网站查阅是否已经批准发行

等。 

4.看是否阳光操作。很多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隐蔽性，通过亲

戚朋友互相介绍发展下线，形成一个吸收资金的网络，不签订正

规合同，也不开具凭据，承诺返利但很少履行；编制所谓“好项

目”却不敢在市面上公开出售，而是地下操作，诱惑群众购买，

没有政府主监管部门把关，缺少行业协会自律约束，一旦集资人

卷款跑路，追缴损失难度很大。 

5.了解投资的资金去向。正规的投资项目都清楚地说明吸收

资金的用途，投资者也能够了解自身的钱投出去到底干了什么。

而非法集资吸收的资金，存入资金者很难知道其投资的钱干了什

么，或者看不到投资项目的实际依据。 

6.关注、查询媒体报道。一些影响较大的非法集资犯罪，新

闻媒体会进行报道，日常生活有理财需求的群众要学会通过媒体

和互联网资源，搜索查询相关企业违法犯罪记录，防止不法分子

异地重犯。 

7.咨询法律相关专业人士。对亲朋好友低风险、高回报的投

资建议，要多向懂法、懂行的专业人士和朋友请教，审慎决策。 

（五）网络平台非法集资的表现形式和特征。 

近年来，非法集资手法不断翻新，逐步向网络平台蔓延，涉

案金额和人数不断增多，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危害经济和社会稳



定。广大投资者应高度警惕这类新型非法集资活动，仔细甄别宣

传信息，充分了解实际情况，坚持理性投资，远离陷阱，保护自

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1.网络平台非法集资的表现形式 

（1）利用 P2P 平台进行非法集资。 

互联网金融行业准入门槛相对较低，造成 P2P 等网贷平台

野蛮生长、良莠不齐，违法违规经营问题突出，“崩盘”、“跑路”

等事件频发。一些平台经营者以网贷理财产品、虚假高利息为诱

饵，采取“借新还旧”的方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有

的用于自身生产经营，有的卷款潜逃，给投资者造成了极大损失。 

（2）利用网络众筹非法集资。 

股权众筹方式新，关注度高，不法分子以此为噱头蒙蔽投资

者，进行非法集资。部分众筹平台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

开发行的方式推介项目，不仅不做实质性判断，而且承诺高额固

定收益，完全违背了股权众筹信息公开透明及股权融资的原则。

不少投资者被高额固定收益所吸引，被网络化平台所迷惑，不深

入了解情况，冒然投资违规众筹项目，付出了惨痛代价。 

（3）以购买虚拟货币方式非法集资。 

一些不法分子紧盯互联网发展趋势，想方设法制造各种非法

集资新模式，虚拟货币也成为新的违法手段。不少投资者对此没

有多少了解，受高额固定回报吸引，损失惨重。 

（4）以网络私募基金进行非法集资。 



以私募基金为名，行非法集资圈钱之实，是不法分子行骗的

又一手段。不法分子往往以虚假或夸大项目为幌子，以保本、高

收益、低门槛为诱饵，向不特定对象非法募集资金。为迷惑投资

者，不法分子普遍同时开展股权投资、P2P、众筹等业务，不仅

导致风险在不同业务间传导，而且增加了普通投资者的辨识难度，

不少投资者深陷其中。 

（5）以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进行非法集资。 

近年来，表面上进行白银、原油现货交易，实际变相进行非

法期货交易的非法集资案件时有发生。在该类违法交易方式中，

“T+0”、买空卖空、保证金、高杠杆、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等明

显具有期货特征，通过电子商务形式和分散式柜台交易方式与客

户进行没有真实资金的虚拟交易，投资者一旦落入圈套，就注定

血本无归。 

2.网络平台非法集资特征 

（1）非法集资专业化和“泛理财化”趋势明显。 

目前，网络平台非法集资组织结构愈加严密、专业化程度更

高，假借迎合国家政策，以具体项目、债券标的、担保物为依托，

业务流程、合同文本专业规范，噱头更新颖、迷惑性更强，使投

资者辨别难度加大。一些不法组织和个人不惜投入重金，通过各

类媒体进行包装宣传，邀请名人、学者和官员站台造势，欺骗性

强。 

（2）线上线下结合，大肆宣传推销。 



非法集资新型手法不断出现，普遍采用网上宣传和网下推广

相结合等方式，利用互联网大肆发展人员加入，短期内疯狂敛财。

一些不法企业为显示“实力”，租用高档写字楼办公。利用亲戚、

朋友相互之间的信用进行传递、扩散，加大了普通投资者的辨识

难度。 

（3）复制国外诈骗模式，涉案方“多头在外”躲避监管打

击。 

近年来，国内不法分子纷纷效仿国外非法货币盈利模式包装，

打造本土化网络集资平台开发非法货币盈利活动。同时，不法分

子还采取藏身境外、租用境外服务器、将涉案资金转移至境外等

方式躲避监管打击；部分外籍人员甚至依托境外服务器，搭建传

销网站，在境外遥控指挥，引诱国内群众参与。 

提醒广大投资者，非法集资活动形式不断变化，手段不断翻

新，突出的特点是以高利息为诱饵，诈骗投资者的本金。投资者

一定要提高警惕，牢记“投资选择合法机构”，多咨询多了解，

对各种花样翻新的所谓“高利理财”产品保持戒心，抵制高利诱

惑，捂紧钱袋子，保住血汗钱、保命钱。牢记“投资选择合法机

构”，始终远离各种非法金融活动。 

 

二、相关信息查询网站、APP 

（一）政府平台 

1.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 



APP 版可在各个应用商城搜索下载 

（二）企业、协会官方网站 

1.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 

2.深圳证券交易所 http://www.szse.cn 

3.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http://www.nafmii.org.cn 

（三）第三方资讯平台（参考） 

1.网贷之家 https://www.wdzj.com 

2.网贷优选 http://www.p2pux.com 

3.网贷天眼 https://www.p2peye.com 

4.防骗大数据 微信号：FPData 

5.银行信息港 http://www.yinhang123.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