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法集资的典型案例

案例一：西城分局破获郑某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案情简介：

被告人郑某、马某与孙某、郭某经商定后，于 2016 年至 2019 年间，组织

北京健尔康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会员投资北京中圣明达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的理财项目，许诺高额回报，与投资人签订投资协议，案件涉及集资参与人总计

达 200 余人，非法吸收资金额累计达人民币 1.1 亿余元。

作案手段：

犯罪嫌疑人通过成立公司招募会员，并向公司会员推荐投资理财项目，利用

合法公司外衣，通过宣扬投资理财项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案件警示：

无论投资者成为何种公司的何种身份，公司承诺何种回报，对于任何投资理

财项目，投资者应该格外谨慎，须知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切勿被高额利息蒙蔽

双眼，增强投资风险意识和防范犯罪意识。

案例二：朝阳分局破获赵某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案情简介：

2013 年至 2018 年间，赵某伙同左某等人，在北京市朝阳区北京普伴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普伴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北京普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易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蓝宝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地，以投资公司理

财项目有高额返利为由，与集资参与人签订投资协议、合伙协议、债权收益权转

让协议等协议，非法吸收集资参与人资金，公司吸收资金共计人民币 10 余亿元，

其中现金投资人民币 3 亿余元，房产抵押类投资人民币 7 亿余元。



作案手段：

赵某伙同他人，在上述各公司任职期间，因其担任渠道管理经理、业务支持

专员、业务支持总监等职务，主要负责寻找合作公司、帮助房产抵押贷款类投资

人完成房产抵押贷款等工作，以房屋抵押借款等形式投资项目有高额返利为由，

获取投资人信任，与投资人签订投资协议、合伙协议、债权收益权转让协议等，

非法吸收人民币 10 余亿元。

案件警示：

为达到非法集资目的，犯罪分子通常会通过虚构美化投资项目、承诺高额返

利、签订各种协议等各种手段骗取投资者信任。因此，投资者要增强理性投资意

识，不要受高额返利诱惑，无论何种投资项目、通过何种投资形式，投资的本质

均是收益越高的投资项目风险越大，不要贪图小利，远离非法集资。

案例三：朝阳分局破获某科技公司集资诈骗案

案情简介：

陶某伙同毕某某、李某、李某某等人先后于 2015 年 8 月至 2018 年 4 月期

间，在本市以投资旅游服务项目、保本并获取公司股权为由，组织路演、召开众

筹大会等宣传形式与投资人签订《合作协议书》，双方约定协议到期后返还投资

人本金，并按投资比例转让公司股权给投资人。后公司资金链断裂，协议到期后

未兑付投资人本金、未兑现股权转让承诺。共涉及投资人 230 余名，涉及投资

款高达 4200 余万元。

作案手段：



陶某等人利用公司名义，通过组织路演、召开众筹大会等宣传形式向投资人

宣传投资旅游服务项目、保本且获取公司股权，与投资人签订合同后，按投资比

例转让公司股权给投资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案件警示：

涉案公司往往在日常经营中，存在给众多群众特别是中老年群体集中授课、

办公区周边张贴或在人员密集地区发放大量“高收益”投资理财类海报或广告

传单等行为，夸大宣传、招揽生意，提醒和引导广大市民增强法律意识、风险意

识和识别能力。

案例四：朝阳分局破获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集资诈骗案

案情简介：

刘某某、田某某伙同宋某等七人先后于 2012 年 12 月至 2017 年 12 月期间，

主要以投资管理和技术推广为经营项目。并通过发放传单、拨打电话等方式向群

众推广销售邮票收藏品，同时声称收藏品可达到五至六倍升值空间，与投资人签

订《项目合同书》，承诺按月或季度返还投资人高额利息，诱骗 400 余名投资

人进行投资，涉案金额高达 7000 余万元。

作案手段：

成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发放传单、拨打电话等方

式向群众推销邮票，编造收藏品有较高升值空间，并承诺返还高额利息诱使投资

人签订《项目合同书》进行投资。

案件警示：

近年来，以投资邮票、邮币、钱币等收藏品有较高升值空间或可获得高额回

报为名进行非法集资的案件频发，此类案件多通过发传单、拨打电话等方式进行



推广，主要针对的群体为中老年人，提示广大中老年朋友投资需谨慎，切莫有“贪

便宜”心理。

案例五：东城分局破获某文化艺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案

案情简介：

2015 年 7 月，北京某艺术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投资增值型艺术品资本

产品为名，与投资人签订按照年息 14%，按月返还，合同到期后返还本金的《实

物艺术品资本产品销售合同书》，先后收取投资款共计约 600 余万元人民币。

作案手段：

该公司通过向投资人出售字画，并以字画作为抵押等手段，获取投资人信任，

以出售字画掩盖其通过字画作为抵押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事实，妄图以此逃

避打击。其中：一是以销售收藏品的形式，但并不实际交付商品，协议约定为销

售，但实际以收藏品作为抵押吸收资金。二是收藏品实际价值明显低于投资金额，

或收藏品本身就无价值。三是以高额返息吸引客户。

案件警示：

对于打着投资增值型艺术品项目的旗号，来吸收资金的行为，投资者应该格

外谨慎，不管犯罪分子以何种名义，须知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投资人须自己承

担风险，不贪小利，远离非法集资。

案例六： 海淀分局破获对残疾人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案情简介：

2014 年起，北京某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某等三人，以公司所经营



的项目前景光明、需要周转资金为由，许以高额利息回报，向社会不特定群

体吸收存款。截至 2017 年 10 月，三人先后在我市海淀、西城以及天津等地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达 800 余万元，涉及人数 96 人，大部分为聋哑人。

作案手段：

犯罪嫌疑人利用合法公司外衣，通过宣扬经营项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年化

利息为 18 至 22%，收取方式均为现金，对于介绍投资的人员，分配 30%的提

成，目前公司仍欠 900 余万元未能偿还。

案件警示：

食品公司不具有吸收存款业务资格，向社会公众公开吸收资金，其行为本身

违法，对于广大群众而言，切勿被高额利息蒙蔽双眼，增强投资风险意识和防范

犯罪意识，另外，投资者决定对某个项目投资前，一定要明辨是非，对项目真实

性进行考证，不要奢望出现“天上掉馅饼”的奇迹。

案例七：平谷分局破获郭某某等人组织领导传销案

案情简介：

2015 年 6 月起，北京某酒业有限公司与北京某互联营销管理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郭某某签订协议，由郭某某销售其公司生产的白酒，后郭某某等人通过发

展人员、交纳会员费用等方式，取得加入或者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资格，并要求

被发展人员发展其他人员加入的形式组织传销经营活动，案发时共发展会员 300

多人，涉案金额 400 余万元，大部分资金已无法追回。

作案手段：

犯罪嫌疑人郭某某等人规定，参与人员缴纳 7800 元取得会员及发展会员的

资格，并获得 10 箱白酒和价值 7800 元网络商城积分，积分可以在公司商城等



值现金购物使用。返利方式分为层奖、量奖、代数奖、消费分红返本、重消五种

方式。每个层级设定严格规则，对发展下线人员进行返利。以层奖为例：发展两

个下线可成为第一层，两个下线再各发展两个人为第二层，以此类推，单数层返

3500 元，双数层返 7000 元，无限层、不封顶。

案件提示：

广大群众不要轻信亲朋好友的宣传介绍，传销大部分是利用亲戚朋友的关

系，让受害人相信；不要轻易相信公司的与名人合照的照片，此类照片多为电脑

合成；不要轻信现场考察，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凡需要介绍发展下线才能获

利的活动，均有可能涉嫌违法，广大群众不要参与。

案例八：通州分局破获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案情简介：

2012 年 5 月至 2014 年 8 月间，于某某、陈某某伙同他人成立公司，在通

州区设立办公场所，采取定向募集方式设立基金，以最低认购资金 5 万元，年化

收益率 24%至 36%，高额返利为诱饵向 2000 余名投资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7 亿元人民币。

作案手段：

该公司采取街头散发传单、聘请专职讲师定期授课等手段，以定向募集方式

设立基金，该基金类型为黄金、白银期货等投资基金，资金类别为封闭式契约性

保本基金。并许以高额返利为诱饵，与投资人签署认购合同书，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

案件查处：



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某某、陈某某以公司名义，定向募集的方式设立基金，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数额巨大，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通州

区人民法院于 2017 年 6 月执行判决，分别判处陈某某、于某某有期徒刑 12 年、

8 年。

案件警示：

一是增强理性投资意识，收益越高的理财产品风险越大，不规范的经济活动

更是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二是不要受高息诱惑，凡是未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

承诺在一定时间还本付息的都是非法行为。三是若发现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

行为，请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减少损失。

摘自：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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