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防范与处置非法集资宣传（四）

——攻略篇

如何识别和防范非法集资：

第一、 核实吸收资金业务的主体资格是否合法。公众可通过政府网站和工商等

部门查询相关企业是不是经过国家批准的合法的机构或公司，是不是可以

吸收存款、发行股票、债券、基金等理财产品，如果不具备出售金融产品

以及开展存贷款业务的主体资格，就涉嫌非法集资。

第二、 看回报是否过高。利大催本这是千年古训，投资的规律是风险和收益成

正比例，收益越高风险越大，理性的投资是追求低风险下的稳定收益。

第三、 看是否阳光操作。通过查询工商登记资料，查明相关企业是否是经过法

定注册的合法企业，是否办理了税务登记等。如果主体身份不合法、不真

实，则有欺诈嫌疑。

第四、 了解投资的资金去向。正规的投资项目都清楚的说明吸收资金的用途，

投资者也能够了解自身的钱投出去到底干了什么。



保险领域非法集资的特点及防范要点

保险领域非法集资主要表现为保险机构工作人员或代理人利用职务便利或

公司管理漏洞，假借销售保险名义、制售虚假保险单证或理财协议，向社会公众

给予或承诺给予高额回报并非法吸收资金。

保险领域非法集资的特点主要有：

一是利用职务便利。部分涉案人为保险机构工作人员甚至是高管人员，在当

地有一定社会人脉或知名度，利用管理或职务便利获得消费者信任；部分涉案人

为保险机构代理人，熟悉保险业务流程并长期接触客户，客户较为信任。

二是假借销售保险名义。涉案人虚构保险理财产品，或者在原有保险产品基

础上承诺额外利益，或者与消费者签订所谓的 “理财协议”，吸收资金。

三是高额利息诱导。涉案人采取先支付利息、到期支付本金或继续滚存的方

式，给予或者承诺给予消费者高额回报。

四是伪造单证印鉴。涉案人出具假保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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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潜伏期长危害性大。多数由账外经营、个人借贷等引发，潜伏周期较长，

处置时追赃难，容易引发群体事件，对维护社会稳定带来较大压力。

非法集资涉及金额高、涉及面广、危害性大，需要全社会一齐努力，共同预

防，坚决打击。下面从三个主体讨论如何防范打击非法集资问题。

监管机关：

一是建立信息渠道，健全非法集资案件预警体系。通过群众举报、媒体监督

等信息采集渠道，建立防范预警工作体系，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二是加强消费者教育，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通过多种媒体，提示消费



者在购买保险时要做到“三查两配合”，即查销售人员的执业证或者资格证书，

查所购买保险产品的真假，查保单和保费发票的真伪，配合选择银行转账方式或

者到保险公司营业场所缴纳保费，配合保险公司的客户回访。

三是排查活动常态化，守住风险底限。定期和不定期开展非法集资风险隐患

排查自查活动，对风险点逐项进行摸排，对非法集资案件线索逐条调查核实，有

效防控案件风险。

保险机构：

一是加强从业人员教育，提高非法集资案件识别力。将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

宣传教育和风险提示活动纳入日常管理内容，坚持集中宣传和日常宣传相结合、

政策宣传和案件警示相结合，推进多层次、全方位、多角度地宣传、教育培训活

动。

二是畅通举报渠道，加大举报工作推广力度。通过培训会、晨会等加强教育，

严禁从业人员参与非法集资案件。开通举报邮箱、举报电话，通过电子屏、微信

等方式向员工、客户推送相关信息，宣传举报路径、奖励举措。

三是构建合规协作队伍，加大监督广度和深度。在业务员中选拔和组建监督

员队伍，以“公开”“隐秘”方式履行合规监督职能，构建“内外结合、上下一

体、全面协作”的合规监督反馈与服务支持体系，高度关注团队和个人异常异动。

四是实施职业背景调查，重点监控异动目标。制定职业背景调查方案，设计

调查问卷，收集分析调查档案，通过对团队人员专兼职情况普查，掌握执业基本

信息，重点关注涉嫌参与集资的人员，及早发现异常。

五是加大监管“绩优”营销员，强化监控营销团队。加强“绩优”营销员的

法制培训，加强客户回访，防范优良业绩掩盖其违规行为。同时加大对营销团队



和团队长的管控力度，严控参与非法集资、传销等活动，严格限制销售非保险理

财产品。

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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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查两配

合”，即“查产品、查单证，配合做好缴费，配合做好回访”。“查产品”就是

买保险是通过网上查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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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要受“先返息”之类的诱惑。“查单证”就是缴费后要求销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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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保单上有保险

公司印章且为电脑打印，不应有人为改动、手写的地方。“配合做好缴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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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购买分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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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