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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彤系”非法集资案的查

处给市场敲响了警钟。法院审

理认为，此案的集资手段具有

互联网金融特性。记者调查发

现，对于互联网金融公司，地方

金融监管部门遵循属地管理原

则，但这类企业普遍跨区经营，

经营地和注册地分离，这就要

求各地监管部门加强协作，联

合执法。

此外，目前我国金融监管

采取机构监管模式，遵循“谁审

批谁监管”的原则，比如，一些

地方对注册资产管理和金融服

务类公司没有前置审批条件，

所以这类公司在工商部门可直

接注册设立。但工商部门无法

进行专业监管，而专业监管机

构又只对持牌金融机构进行监

管，非持牌机构仅需登记备案

即可。

“现有的监管框架和实际

情况已经不太匹配，出现了一

些监管漏洞。”北京大学国家发

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说。

专家建议，应按金融业务

的实质功能和风险特征进行监

管，以风险监管取代机构监管，

加强金融与非金融部门之间的

协作。同时，建立严格的第三

方资金托管制度，确保企业不

能随意动用客户资金。

投资者也需提高警惕。上

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徐璐介

绍，合规合法的有限合伙私募

基金和非法集资有着天壤之

别。比如，私募基金投资门槛

一般为100万元起，不能公开宣

传和针对不特定对象，不能承

诺保本付息，穿透式核查并合

并计算人数不得超过 50 人等，

这些都是投资者判定私募基金

产品是否合法的依据。

跨地域联合执法，加强风险监管

据新华社电 改组组建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两类公

司），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全新

尝试，也是实现以管资本为主加

强国有资产监管的重要举措。

业内认为，伴随近期相关政

策文件出台和试点成果不断显

现，这项改革有望迎来提速扩容

新阶段，并牵引国资国企改革向

纵深推进。

今年 7 月份，国务院印发

《关于推进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改革试点的实施意见》，进

一步明确了两类公司的功能定

位、组建方式、授权机制、治理结

构、运行模式以及监督与约束机

制等，为推进这项改革提供了重

要遵循。

“目前结合中央企业实际，

国资委正在抓紧完善中央企业

改组改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 司 试 点 的 工 作 方 案 ，并 研

究将更多具备条件的中央企

业纳入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

点范围。”国务院国资委副主

任翁杰明表示。

据他介绍，两类公司试点扩

容，央企层面“争取力度要比第

一批大”，同时鼓励各地方国资

监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在更大

范围内不断推进这项改革。

2014年7月以来，从中粮集

团、国投集团等8家中央企业试

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到诚通集

团、中国国新启动国有资本运营

公司试点，目前国资委在中央企

业层面选择了10户企业开展两

类公司试点。各地方国有企业

已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公司89家。

通过几年的试点探路，两类

公司的眉目正逐渐清晰起来

——

管控模式的变化相当显

著。例如，投资公司大多选择三

级管理架构、实行战略管控为

主，按照“小总部大产业”原则清

晰界定总部与子公司权责界限，

推动投资运营权利上移、产业经

营职能下沉。值得关注的是，试

点企业推进所出资的子企业开

展综合改革试验，探索职业经理

人制度、与市场接轨的薪酬分配

制度等，在完善市场化经营机制

方面先行一步。

设立基金的动作引人关

注。目前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共

发起设立 6 只基金，总规模近

9000亿元，通过市场化、专业化

的投资方式，服务国有企业布局

优化、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

以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国

调基金）为例，基金设立近两年

来已签约项目 48 个，签约金额

789.2 亿元，九成资金投向了国

有企业。

诚通集团总裁、国调基金董

事长朱碧新表示，基金既推动中

国国航等央企结构调整，积极参

加中国联通、中粮资本混合所有

制改革，又助力中钢集团、中船

重工等企业改革脱困、降杠杆，

还主动在环保、金融科技、智能

制造等战略新兴行业布局，在促

进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布局优

化、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

试点是改革任务，更是改革

的重要方法。伴随两类公司试

点企业的快速发展，这项改革势

必将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推

进。

翁杰明说，下一步深化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要坚

持“一企一策”原则设计授权方

案，围绕企业核心功能，在发展

战略、企业主业、用人与分配以

及股权激励等方面赋予试点企

业更多自主权，着力提高国有资

本运作效率和水平。

同时他表示，“放活”还要

“管好”，将着力强化事中事后管

理，特别是在线实时监督，使两

类公司改革的推进建立在扎实

稳妥的基础之上。

9月12日，在邯郸市磁县禾下土脱毒红薯种苗扶贫基地，科技

人员在培养室里观察红薯种苗生长情况。

近年来，邯郸市磁县通过科技攻关，因地制宜推广脱毒红薯种

苗繁育种植，以“龙头带动+科技支撑+富民共赢”的发展模式，大力

发展红薯种植。目前，全县发展商品薯种植面积2万余亩，带动了

全县1.5万户农民实现增收。新华社发

假称私募杜撰项目
最高承诺13％收益
——起底“申彤系”非法集资平台

据新华社电 备受

关注的“申彤系”集资诈

骗案日前在上海宣判。

2013 年以后的两年里，

“申彤系”假借私募之名，

杜撰宣传材料，通过销售

包括线上理财在内的各

类理财产品，共非法吸收

资金 144 亿余元，造成 6

万余名被害人损失 64.6

亿余元，涉及全国28个省

市。分析人士认为，这一

非法集资平台具有互联

网金融的特性，针对这些

所谓“创新理财平台”，要

在现有的监管模式下，加

强跨地区协作和风险监

管力度。

日前，上海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公开宣判上海申彤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申彤大

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及被

告人马申科、单坤等12人集资

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对申彤集团、申彤大大公司分

别以集资诈骗罪判处罚金人

民币3亿元、1亿元。

记者从法院了解到，申彤

公司成立于2013年7月，后于

2014 年 9 月更名为申彤集团；

申彤大大公司成立于2014年2

月，系申彤集团（申彤公司）的

子公司，用于非法集资。

据申彤公司原投行部经

理施某所言，2013 年 10 月至

2014 年 5 月间，申彤公司购买

高净值客户信息后，通过电话

推销、网络宣传、召开推介会、

在公共场所摆摊设点、拉横幅

宣传等方式对外公开宣传“富

邦盛世万象和”“青岛五洲四

海家居城邦”等固定收益产

品，招募投资人签订有限合伙

协议募集资金。

2014 年 9 月起，申彤大大

公司在全国 28 个省（市）设立

各级分支机构共5100余家，发

展员工近 10 万人，组建“申彤

系”销售网络并继续对外售卖

理财产品。申彤集团、申彤大

大公司先后推出“浅深休闲酒

店”“ＣＴＣ全国大学生创业

就业实战营”“西藏矿业”等18

个投资项目以及仅针对公司

内部员工的“大大宝”线上理

财软件，分别对应27个理财产

品，承诺５％至13％的年化收

益。

最终，“申彤系”企业通过

销售各类理财产品共非法吸

收资金 144 亿余元，造成 6 万

余名被害人损失64.6亿余元。

“申彤系”非法集资有三大

“套路”：假借私募之名，谎称专

款专用，杜撰宣传材料。但事

实是，大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兑

付投资人本息、经营费用支出、

员工薪酬支出及个人挥霍等。

——以有限合伙企业名义

对外招揽投资人入伙以募集资

金，再通过银行委托贷款形式

出借给用资公司并收取利息。

合伙协议对应的“投资指南”或

“产品说明”具有宣传收益率、

承诺或暗示保本保息的特点。

——谎称专款专用、资金

运用受到严格监管，营造投资

运作规范的假象。从 2014 年 9

月起至案发，申彤集团通过申

彤大大公司销售27个理财产品

名义吸收资金累计达138.74亿

元。其中，14 个产品没有实际

支出，剩余 13 个产品支出仅

8.06亿元。

在投资项目中，有２个自

用项目纯属消耗性支出，并不

直接产生收益，并且存在虚假

项目。其中，“泗水固定收益”

项目、“小北湖”项目等没有真

正投入。

——杜撰宣传材料，甚至

强行卖给员工。据一些证人透

露，申彤集团要求上报的项目

要达到 24％的年化收益率，但

没有项目能达到如此高收益；

红桥网宣传资料中的视频以及

在宣传理财产品时有意引导客

户相信项目有政府背景。

2015 年 7 月至 12 月，申彤

集团发布“大大宝”线上理财产

品，以“申彤系”企业内部员工

为销售对象，采用绑定支付宝

的方式收取投资款。公司招聘

新员工免除试用期，但以购买

公司５万元“大大宝”理财产品

作为不辞退和发工资的条件，

后来购买金额骤降至1000元。

三大“套路”借新还旧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推进改革试点如何搞？

磁县：小薯苗撑起脱贫致富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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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余家分支机构
曾承诺13％年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