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范非法集资专题 

一、非法集资的定义 

在《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１９９９〕

４１号）中对非法集资是这样定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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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非法集资的特征 

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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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通过媒体、推介会、

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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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当前民间投融资中介

机构、P2P网络借贷、农民合作社、房地产、私募基金等领域是非法集资的重灾区。 

三、保险领域非法集资犯罪主要形式 

（一）主导型案件。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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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参与型案件。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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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被利用型案件。指不法机构假借保险公司信用，误导诈骗投资者，进行非法集资。 

四、保险领域非法集资主要手段 

主导型案件非法集资主要手段有：犯罪分子虚构保险理财产品，或在原有保险产品基础

上承诺额外利益，或者与保险消费者签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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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型案件非法集资主要手段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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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利用型案件非法集资主要手段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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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投保的险种偷换概念或夸大保险责任，宣称投资项目（财产）

或资金安全由保险公司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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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如何识别保险领域的非法集资 

由于非法集资涉及金额高、涉及面广、危害性大，保险消费者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能

力，在消费过程中力争做到“三查、两配合”，即“查人员、查产品、查单证，配合做好转

账缴费，配合做好回访”。 

查人员。买保险时要求销售人员出示保险销售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并可通过中国保监会

保险中介及销售从业人员查询信息系统对其进行验证。 

查产品。买保险时通过网上查证（中国保监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以及保险公司网站），

或者致电保险公司客服人员等方式核实所购买保险产品的真假，不要相信高息保险。 

查单证。交费后要求销售人员及时提供正式保单和保费发票，并认真鉴别保险单证的真

伪。 

配合做好转账缴费。消费者所交保费超过 1000 元时，应选择银行转账方式或者到保险

公司营业场所缴纳，不要随意将现金交给公司人员。 

配合做好回访。购买分红、万能、投连等新型保险产品后，积极配合公司回访，确保利

益不受损害，如果购买上述保险产品未接到回访，或者发现从业人员存在非法集资嫌疑的，

可以通过网络、电话、信件等方式向保险监管部门进行举报反映。 

六、非法集资的危害 

（一）非法集资参与者遭受经济损失。非法集资犯罪分子通过欺骗手段聚集资金后，任

意挥霍、浪费、转移或者非法占有，参与者很难收回资金，严重者甚至倾家荡产、血本无归。 

（二）非法集资严重干扰正常的经济、金融次序，极易引发社会风险。 

（三）非法集资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严重影响社会和谐。非法集资往往集资规模大、

人员多，资金兑付比例低，处置难度大，容易引发大量社会治安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七、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风险自担 

按照刑法规定，从事非法集资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集资诈骗罪。 



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 30 人以上，或者数

额在 20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 10万元以上的，即应当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犯集资诈骗罪，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

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

1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数额在 3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巨大”；

数额在 100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八、识别防范非法集资宣传重点 

1.宣传公司官方网站、客户服务电话等正规服务渠道，告知查询公司正规保险产品的途

径和方法、查询保单真伪、获取保单服务的正确途径和方法等。 

2.宣传员工行为规范、保险销售行为规范等，提示不与保险从业人员个人签订投资理财

协议，不接受从业人员个人出具的任何收据、欠条。告知非法集资及有关违规行为举报投诉

方式，鼓励社会公众及时举报非法集资线索； 

3.提示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高息“保险”、高息“理财”，不被小礼品打动，不接收“先

返息”之类的诱饵。通过正规渠道购买保险产品，购买过程中尽量做到“三查，两配合”即

鼓励公众通过公司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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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做好转账缴费及回访工作。 

4.注重保护个人信息，重点宣传当前案件高发的风险形势和易发案件的行业领域，增强

风险意识，积极应对处理涉嫌非法集资的举报投诉，以快速有效的将风险降至最低水平。 

5.要强调如遇到从业人员向其销售以下情形的“保险”产品时，务必要提高警惕： 

一是以“看广告、赚外快”“消费返利”为幌子的； 

二是以境外投资股权、期权、外汇、贵金属等为幌子的； 

三是以投资养老产业可获高额回报或“免费”养老幌子的； 

四是以私募入股、合伙办企业为幌子，但不办理企业工商注册登记的； 

五是以投资虚拟货币、区块链等为幌子的； 

六是以“扶贫”“互助”“慈善”等为幌子的； 

七是在街头、商场、超市等发放广告传单的； 

八是以组织考察、旅游、讲座等方式招揽老年群众的； 

九是“投资、理财”公司、网站及服务器在境外的； 

十是要求以现金方式或向个人账户、境外账户缴纳投资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