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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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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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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以及其他方式向

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 

非法性：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公开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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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给付回报 

社会性：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基本特征 



非法集资触犯法律 

根据《刑法》，非法集资根据主观态度、行为方式、危害结果等具体情况的不同，构成相应的罪名，其中最

主要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第176条）或集资诈骗罪（第192条）。 

  两项罪名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相似性，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集资诈骗的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所募集的资金的目的。 

非法
吸收
公众
存款
罪 

立案标准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个人 单位 刑罚 个人 单位 刑罚 

吸收存款20万元以上  吸收存款100万元以上 

拘役或3年以
下有期徒刑，
并处或单处
罚金2-20万 

吸收存款100万元以上 吸收存款500万元以上 

有期徒刑3-
10年，并处
罚金5-50万
元 

存款对象30人以上 存款对象150人以上 存款对象100人以上的 存款对象500人以上 

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数额在10万元以上 

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
失数额在50万元以上 

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
在50万元以上 

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
在250万元以上 

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 

集资诈
骗罪 

数额标准 
情节认定 刑罚 

个人 单位 

10万以上 50万以上 数额较大 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2-20万元罚金 

30万元以上 150万元以上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50万元
罚金 

100万以上 500万元以上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

情节的 
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5-50万
元罚金或没收财产 



非法集资教训惨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47号）第

18条规定：“因参与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 

 

        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在处理非法集资的债

权债务时，人民法院执行集资者财产后仍不能清退集资款的，由参与者自行承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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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集资手段多 

 
 

承诺 
高额回报 

编造 
虚假项目 

虚假 
宣传造势 

利用 
亲情诱骗 

明星代言、名人站台 

媒体广告、专访文章 

散发传单、社会捐赠 

类传销非法集资参与人，利用亲情、地缘关系，

编造获得高额回报的谎言，拉拢亲朋、同学、邻

居等加入，使参与人员迅速蔓延，集资规模不断

扩大 

 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许

诺高额回报 

 初期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待集资达到一定规模

后，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 

 注册合法企业，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

创业创新的幌子，编造虚假项目 

 组织免费旅游、考察等骗取社会公众信任 



 
 

 非持牌机构、互联网平台违法违规开展资产管理、投资理财业务，发售理财产品筹集资金。 

 未经批准，销售、宣传“保本保息”“低风险、高收益”的理财产品筹集资金，收益率明显高于社会

平均收益水平。 

 未经批准，打着“银行”“保险”旗号，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或从事其他不法活动。 

 以投资虚拟货币、区块链等为名义，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 

 以“虚拟任务”“加盟积分”“消费返利”等为幌子，无商品、无实体依托，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 

 以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产业为名义，承诺返本付息，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 

 以私募基金为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筹集资金。 

 以“金融互助”“保险互助”等名义，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 

 

 

近期非法集资的主要表现形式 



保险领域涉及非法集资类型和手段 

 
 

 主导型案件 

犯罪形式：保险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或公司管理漏洞，假借保险产品、保险合同或以保险公司名义实施集资诈骗。 

犯罪手段：犯罪分子虚构保险理财产品，或者在原有保险产品基础上承诺额外利益，或者与消费者签订“代客理财协议”，吸收资金；

犯罪分子出具假保单，并在自购收据或公司作废收据上加盖私刻的公章，甚至直接出具白条骗取资金。 

 参与型案件 

犯罪形式：保险从业人员参与社会集资、民间借贷及代销非保险金融产品。 

犯罪手段：保险从业人员同时推介保险产品与非保险金融产品，混淆两种产品性质；保险从业人员承诺非保险金融产品以保险公司信

誉为担保，保本且收益率较高；诱导保险消费者退保或进行保单质押，获取现金购买非保险金融产品。 

 被利用型案件 

犯罪形式：不法机构假借保险公司信用，误导欺骗投资者，进行非法集资。 

犯罪手段：假借保险产品或保险公司名义开展虚假宣传、将投保的险种偷换概念或夸大保险责任，宣称保险公司为其产品提供担保或

投资项目（财产）或资金安全由保险公司保障，企图利用保险公司为其非法集资行为“增信”；不法机构谎称与保险公司联合，虚构

保险理财产品对外售卖，进行非法集资；伪造保险协议，对外谎称保险公司为投资人提供信用履约保证保险，同时以高息为诱饵开展

P2P业务；假借保险名义，以筹建相互保险公司、获取高额投资收益为名吸引社会公众投资，或者以“互助计划”、众筹等为噱头，

借助保险名义进行宣传，涉嫌诱导社会公众参与非法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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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非法集资小技巧 

 
 

两配合 三查 

查人员、查产品、查单证 

保险公司网站、客户服务热线 
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网站 

配合做好转账缴费 

配合做好回访 

个人信息保护好 

关注正规保险机构发布的保险产品信息 

关注正规保险机构的非法集资风险提示 

及时举报投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 

中英人寿官网：http://www.aviva-cofco.com.cn 



防范非法集资小技巧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保险产品，保险公司均会严格按照保单合同履行相应承诺 

 识别和防范假借保险名义发布的涉嫌非法集资广告资讯信息 

 一旦发现承诺高回报、符合相关条件的理财产品和投资公司，可按照当地政府公布的举报非法集资联系方

式积极向当地政府举报，让各种金融诈骗和庞氏骗局无所遁形。 

树立正确的保险消费理念，牢记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谨防非法集资风险： 

 收益率超过6%就要打问号 

 收益率超过8%很危险 

 收益率超过10%就要做好损失全部本金的准备 

 



章节四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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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利率（含各种变相利息及费用）超过36%的民间借贷活动。 

 具有无场景依托、无指定用途、无客户群体限定等特征的“现金贷”活动。 

 采取虚假宣传、降低贷款门槛、隐瞒实际资费标准等不合规手段诱导学生过度

消费或者面向在校学生非法发放贷款的“校园贷”活动。 

 以民间借贷为幌子，通过“虚增债务”“伪造证据”“恶意制造违约”“收取

高额费用”等方式非法侵占财物的“套路贷”诈骗活动。 

 利用非法集资资金发放民间贷款的。 

 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侮辱、恐吓、威胁、骚扰等非法手段催收贷款的。 

 利用黑恶势力开展或协助开展放贷业务的。 

 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再高利转贷的。 

非法放贷的主要表现形式 



 
 

 贷款领域。使用虚假抵质押物或超出抵质押物价值骗取贷款；使用虚假的批准立项文件、营业执照等证明

文件骗取贷款；假借他人或单位名义骗取贷款的；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骗取贷款。 

 票据领域。伪造、变造票据；故意使用伪造、变造的票据；签发空头支票或故意签发与其预留的本名签字

式样或者印鉴不符的支票；签发无可靠资金来源的汇票、本票；汇票、本票的出票人在出票时做虚假记载的；

冒用他人的票据，或者故意使用过期或作废的票据；虚构贸易背景、伪造材料开票。 

 信用证领域。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或者附随单据、文件；使用过期、已挂失等无效的信用证；虚构事

实或隐瞒真相骗取银行出具信用证。 

 信用卡领域。使用伪造、已作废的信用卡或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盗刷信用卡；信用卡恶意套现；

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恶意透支，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透支款项。 

 保险金诈骗领域。故意虚构保险标的，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伪造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伪造、变造与保

险事故有关的证明、资料或其他证据，或指使、唆使、收买他人提供虚假证明、资料或其他证据，编造虚假

的事故原因或夸大损失程度，骗取保险金的。特别是职业化、团伙化的保险欺诈犯罪，以及故意造成被保险

人死亡、伤残、疾病等保险事故进行欺诈的恶性犯罪。 

 印制销售假冒保险公司保单、销售已作废保单，伪造或销售假保险单证的。 

金融诈骗的主要表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