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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之所以成为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的重灾区，

原因在于集资诈骗者借用“互联网+”的概念，利用

了投资人对新金融模式陌生、信息不对称和追求高回

报的心理。另外由于行业门槛低、诈骗成本低、投资

人风险意识差等特点，使得集资诈骗得以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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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以来，我国非法集资问题日益突出，案件高位攀升，大案要案频发。仅

2016年一季度，关于非法集资的立案数就高达2300余起，涉案金额超亿元，案件明

显增多。尤其假借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等名义的案件增多。 



 根据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统计显示，去年非法集资案创新高，而非法集资形势特征主要表现

为案件风险加速暴露，大案要案高发频发。且网络趋势化明显，导致蔓延扩散性速度加快。 

 “犯罪手法翻新升级，‘泛理财化’特征明显”。不法分子从过去的农林矿业开发、民间借

贷、房地产销售、原始股发行、加盟经营等形式逐渐升级包装为“投资理财、财富管理、互

联网金融理财、金融互助理财”等形形色色的理财产品，并且承诺有担保、低风险、高回报

等。据不完全统计，投资理财类非法集资案件占全部新发案件总数的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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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集资组织机构愈加严密，专业化程度高，假借迎合国家政策，

打着“经济新业态”，“金融创新”等幌子，以具体项目、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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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犯罪分子不惜通过电视、报纸、网络等各

类媒体进行包装宣传，邀请名人、学者、官员站台造势，欺骗误

导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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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公司非法集资案例 



D公司是2013年成立于深圳的一家P2P平台，“〔2014〕深罗法刑二初字第147号”判决

书显示，截至2013年10月31日，该平台吸收投资者资金共1.26亿元，其中已兑付

7471.96万，实际未归还投资人本金5250.32万元。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判处D公司两

位主要负责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经律师查询，国内近年尚无其他相关判例，

该判例成为国内P2P被判“非法集资”的第一案。检方指控， D公司是一家网络投资平

台，向社会公众推广其P2P信贷投资模式，以提供资金中介服务为名，承诺3%至4%月息

的高额回报，通过网上平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经过举证、辩护，法院最终认为D公司

投法人邓某是主犯，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30万元；运营总监李某是从犯，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5万元。 

案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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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资金用途为平台自融的情况下，D公司对投资者长期以“本息保障”、“资金安全”、

“账户安全”进行公开宣传；实际上，平台募集资金都是投资人直接打款至邓某的私人账号，

或者打款至第三方支付平台后再转到邓某的私人账号，具体投资款均由邓某个人支配，投资人

本息返还则相反。该平台在成立时，甚至就是由运营总监李某通过原同事“在网上花了几十万

整体买过来的”，后取名为“D公司”，2013年6月正式上线。 D公司前期有意向将投资款借给

融资企业，但实际操作后坏账率超过6%不能按时收回，最终资金转投其私人地产物业。 D公司

投资人资金中，2500万元用于购买深圳布吉中心花园四个街头铺面（总价3680万元），而邓某

把布吉的四个铺面抵押给担保公司又贷出3000万元，2200万元用于购入深圳华强北和记黄埔的

“世纪汇广场”18层物业首付款（总价1.05亿元），另外800万则用于日常返还投资人投资提

现需求。3个月后，邓某资金链断裂，汇款不及时导致投资人体现困难。邓某、李某2013年底

相继自首。 

D公司网站注册人数为2900人左右，真实投资人数1330人，单笔投资为300元-280万元。平台按

不同借款期限向投资者承诺付月息：1个月期3.1%，2个月期3.5%，3个月期4.0%。 

作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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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P平台涉嫌非法集资的情况主要有三种：资金池模式；发布虚假借款信息向不特定人群

募集资金用于其他投资；发布虚假高利借款信息，并通过“借新还旧”短期募集大量资金。 

D公司满足上述条件，且发布虚假信息向不特定人群募集资金并用于平台自有地产物业投

资，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   

除了资金用途为平台自融， D公司的最大问题在于资金监管。“按照监管对P2P‘信息中

介’的定位，平台是不能经手资金的，资金只能由投资人与借款人通过独立第三方的账户

托管系统进行转接，而且借款人账户不能与平台相关联，否则也有自融的嫌疑。” D公司

的账户体系中，投资人的资金直接进入平台，最终更是进入平台实际控制人个人的账户。 

P2P平台常见的灰色地带包括平台提供空白合同，投资人签署后平台随意确定借款方向；

平台先放贷，再向投资人转让；拆分大额债权，向不特定多个投资人转让；挪用贷款，如

P2P自融模式，甚至携款潜逃；以及设立资金池操作和平台自身担保。 

案件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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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网贷非法集资案例 



2013年5月，康某注册成立山东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并在互联网上设立了网贷网站，

雇佣韩某负责人员管理、网上公关等工作。自2013年5月至11月，犯罪嫌疑人康某、韩

某以公司旗下的“L网贷”为网贷平台，对外宣称是新型P2P网络借贷第三方信息中介

平台，发布虚假借款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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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损失约3000万元。康

某非法吸收的资金主要用于其个人经营和放贷给他人。后因资金链断裂而无力偿还投

资人本息，康某为躲避债务，逃匿外地后被抓获。莱芜市检察院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罪批捕了这两名犯罪嫌疑人。 

案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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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网贷倒闭使得众多投资人资金被套，是因为犯罪嫌疑人往往以高额的利息为诱饵，吸收

网民的资金，然后用于私人放贷赚取利息差或用于私人经营，一旦出现资金链断裂，就会

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市民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克服贪便宜心理，拒绝高息

诱惑，谨慎对待网络借贷。 

要警惕假借P2P名义进行非法集资，即套用互联网金融创新概念，设立所谓P2P网络借贷平

台，以高利为诱饵，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

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 

一些P2P网络借贷平台经营者没有尽到对借款人身份真实性的核查义务，未能及时发现甚

至默许借款人在平台上以多个虚假借款人的名义发布大量虚假借款信息（又称为借款标

的），向不特定多数人募集资金，用于投资房地产、股票、债券、期货等，有的直接将非

法募集的资金用于高利贷赚取利差。 

案件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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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宝非法集资案例 



XX宝是“Y系”下属的金易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的网络平台，2014年7月正式上线。 

XX宝的宣传口号之一，就是“1元起投，随时赎回，高收益低风险。”XX宝共推出过6

款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在9%至14.6%之间，远高于一般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XX宝

的推销人员在宣传时称， XX宝产品保本保息，哪怕投资的公司失败了，钱还是照样有。 

XX宝运营模式是拆东墙补西墙，用新的投资人的钱向老的投资人支付利息和短期回报，

以制造赚钱的假象，骗取更多的投资。XX宝虚构融资项目，把钱转给承租人，并给承

租人好处费，再把资金转入关联公司，以达到事实挪用的目的，前后花了8亿多元向项

目公司和中间人买资料。 

案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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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宝就是互联网金融犯罪的一个真实体现，首先，其用承诺回报隐忧投资者，本

身就是最高法关于非法集资犯罪的明确司法解释，其次，其承诺保本保息，已经

违反银监会风险提示的理财产品销售要求。 

案件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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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资料基于互联网媒体公开资料研究编辑形成，但本公司对上述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不做任何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