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5 月 1 日起施行 “打早打小”，

根治非法集资顽疾 

“非法集资”的钱还能退回来吗？如何辨别“非法集资”？5月 1日，《防范

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正式施行，江苏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日前召开新闻通气会，

通报《条例》落实相关工作。 

擦亮眼睛，识别常见“非法集资” 

近年来，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较为猖獗，相关刑事案件高发频发，手法花

样不断翻新。不少违法犯罪活动经过包装演变为“投资项目”“商业服务”，更具

迷惑性。 

该《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

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

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非法集资具有非法性、利诱性和社会性。”江苏省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聂振平说，一些工商企业、

个体工商户在名称和经营范围中使用“金融”“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

等字样，欺骗、误导公众，非法从事金融业务活动，成为非法集资高发领域。 

目前较常见的非法集资方式主要有 5种：设立互联网企业、投资及投资咨询

类企业、各类交易场所或平台、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互助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吸

收资金；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

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

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

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其他涉及非法集资行为。 

钱能追回多少，取决于集资款还剩多少。遭遇非法集资后，能否追回钱款是

老百姓最为关注的焦点。《条例》坚持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明确非

法集资人、非法集资协助人应当向集资参与人清退资金；清退过程应当接受处置

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的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 

《条例》规定，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非法

集资人、非法集资协助人不能同时履行所承担的清退集资资金和缴纳罚款义务时，



先清退集资资金。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有关人士说，投资者的资金能否追回、能追回多少，取决

于集资款还剩多少。也就是说，如果非法集资人挥霍浪费多、乱投资损失多，集

资款所剩无几，并且非法集资人的资产也卖不了多少钱，集资参与人便拿不回多

少钱。 

为了帮助老百姓从源头防范非法集资，即将于 7月 1日实施的《江苏省地方

金融条例》进一步明确：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另有规定外，企业、个体工商

户名称和经营范围中不得包含“贷”“典当”“融资担保”“融资租赁”等字

样。 

打早打小，防止小风险演化成大问题 

治理非法集资，事关老百姓的“钱袋子”。2018 年起，江苏组织开展了防范

和处置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三年攻坚战。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江苏

新立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主要指标在 2019 年全面回落基础上，进一步呈现同比大

幅下降态势，下降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亿元以上或千人以上案件数量大幅减少，

案均金额、人数逐年下降，降幅超过 50%。 

作为我国第一部专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的行政法规，《条例》明确了地方

政府、相关部门、相关市场主体等的防范责任和义务。值得关注的是，《条例》

赋予地方政府行政调查权、行政强制权、行政处罚权。 

非法集资活动分“违法”和“犯罪”两个层面。一直以来，针对非法集资违

法犯罪，主要是公检法机关按刑法、刑事诉讼法进行立案打击，社会治理成本较

高。《条例》实施后，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将通过行政执法措施，在违法行为

初期即责令非法集资人、非法集资协助人立即停止有关非法活动，对其违法行为

进行行政处罚，监督其向集资参与人清退集资资金。聂振平说，这一规定为行政

处置效能提升增添了“引擎”，将有效解决行政机关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的法律

依据不足、手段不够等问题。 

“坚持防范为主、打早打小、综合治理、稳妥处置的原则，使得尽可能少发

生、不发生非法集资，或者尽可能在苗头时期予以查处，防止小风险演化成大问

题。”聂振平说，《条例》的实施有助于我省在加大对非法集资刑事打击力度的同

时及早查处违法行为，推动形成齐抓共管、群防群治、各尽其责、通力协作的非



法集资综合治理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