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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金融监管介入应趁早

证券时报记者 向南

政府在对保险机构和银行的监管

上， 一向严厉且手段众多， 但是在民

间金融方面， 却一直难以作为。

从目前的案例上看， 大多是借贷

方难以按时还款， 公安机关一拥而

上， 抓人、 查封。 在此之前即使有人

报案， 也不会马上行动， 公安机关好

像在等待资金链断裂的明确信号。 而

此时， 受害者已经越来越多， 集资流

失也越来越厉害。

以齐能化工为例，

2011

年

9

月

5

日，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公安分局接

举报称， 有人在聊城齐鲁大厦从事非

法集资活动， 但并没有采取行动， 而

有集资者表示， 当年

9

月

~11

月份是齐

能化工集资最多的三个月。 齐能化工

前身———青岛东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也多次遭举报非法集资， 齐能化工采用

同样模式， 却依然可以存活很长时间。

最近一段时期， 全国各地频频出现非

法集资案件。 山东省公安机关仅在今年前

三个月就立非法集资案件

87

起， 破案

51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138

名。 有齐能化工

业务员表示， 当地还有不少高息集资行

为， 但并没有政府相关部门来干涉。

齐能化工很像是一个传销机构， 业务

员从下线月息中得到高额提成， 鼓励他们

多拉拢资金， 在骗局破灭之前这个系统一

直显得生机勃勃。 骗局之所以会持续很长

时间， 是因为多数集资者在拿到利息之后

并不选择套现， 而是继续投入， 一方面是

集资组织者会千方百计留下这部分资金，

另一方面集资者觉得拿出来不能增值。 这

样账面财富就越来越多， 但能用于偿付的

资金却没有多大变化， 有时还因为中间费

用、 挥霍等浪费不少。

也有人明知这是个骗局， 偏偏愿意

加入， 他们希望在骗局结束之前捞上一

笔。 记者接触的一个集资者， 去年短暂

投资齐能化工， 他曾后悔退出得太早而

赚钱太少。

靠事后监管， 抓人惩凶的确可以起

到威慑作用， 然而抱着侥幸心态或被蛊

惑的人实在太多， 当毕生积蓄倾于一时

之时， 类似的集资案很有可能带来一些

不稳定因素。 目前看来， 非法集资很难

斩草除根。 只要有一小部分相信天上会

掉馅饼的人， 就将聚集起巨额财富， 有

些非法集资还类似传销， 产品只是一个

幌子， 高额提成才是关键， 看看多少人

被传销蛊惑， 就知道非法集资何以生命

力如此顽强了。

显然， 在如何加强民间金融监管、

让普通人的资金获得安全增值方面， 政

府还有很多事要做。

实业投资支撑四分利谈何容易

证券时报记者 向南

在刘迪遭到羁押之后， 证券时报

记者采访到的部分齐能化工集资者表

示： “在警方介入之前我都拿到了

钱， 警方介入之后， 钱就拿不回来

了。” 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个游戏有一

天会玩不下去。

如果刘迪承诺的高额利息真能兑

付下去， 那对投资者而言， 真是福莫

大焉。 以四分利半年结算一次， 结算

之后再次全部投入计算， 投资一年的

回 报 率

54%

， 两 年 的 回 报 率 是

136%

。 也就是说， 投资

1

万元， 两

年后刘迪需要给对方

2.36

万元， 加

上中间给业务员的奖励， 刘迪需要赚

的钱可能远超此数。

刘迪表示， 如果提高周转率， 炼

化业务利润不菲。 安基新能源合伙人

马明星对此表示， 炼化业务周转速度

不可能太快， 从采购到生产加工， 再

到库存， 最后销售， 中间环节众多，

一年不可能周转

20~30

次。

对于刘迪宣称进入的加油站业务，

马明星认为， 传统加油站利润稳定但投

资额较大， 建一个加油站包含土地、 设

备以及牌照费用， 一般要

2000

万元以

上， 有时仅一个牌照费用就要

2000

万

元。 刘迪如果进入这个领域， 将会沉淀

大量资金， 也难以获得高额回报。

“市面上的确存在高息借贷， 但这

都是金额较小的暂时行为。” 马明星表

示， 以利润较高的房地产业务为例， 开

发商低价买入土地， 并在建筑商大量垫

资情况下， 如果还缺少小额资金， 就愿

意到市面上高息借贷， 但利息成本在项

目中占比不会太高。

2008

年上市公司

多次出现

20%

的高息借贷， 多是借给

房地产公司。

作为西南证券前保荐代表人， 马明

星接触过各种项目， 熟悉投资回报率，

他认为一家规模较大的公司净资产回报

率达到

20%

以上， 就已经非常优秀了，

齐能化工这种集资行为难以维持。

建设银行深圳分行公司部副总经理

尹小雄表示， 投资化工项目 （炼油）、

加油站、 化妆品连锁店， 如果经营较好

能够获得

20%~30%

的利润率， 但难以

支撑四分利， 只有在有杠杆的情况下，

在扩规模的关键时刻， 在自有资金宁愿

不盈利而力保集资回报的情况下， 在一

定时期内可行。 “我所知道的行业回

报， 最高是

VC

（风险投资）， 资本市

场财富放大效应和创富神话有目共睹，

但刘迪这种收购不算。”

山东省公安厅经侦总队一位民警表

示， 齐能化工就是空壳公司， 拿集资左

手倒右手。 他透露， 齐能化工案件还在

侦查阶段， 由于涉及地区较多， 涉案金

额也还在统计中， “数十亿元” 是目前

能披露的数据。 至于举牌的

ST

长信、

ST

天宏股票， 将在法院审判之后进行处理，

可能进行拍卖， 也可能在二级市场减持，

然后返还给集资者。 他估计集资者可能

会面临重大损失， “以前类似的案件，

能拿回本金的

20%

就已经非常不错。”

这位警官同时表达了自己的不解，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参与非法集资， 难

道就是为了过一把富贵瘾？”

齐能化工非法集资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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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警方今年

2

月

29

日公布了一起涉嫌非法集资案

，

刘迪等人自

2007

年以来以青岛齐

能化工有限公司为主体

，

进行了长达

4

年的集资活动

，

涉案资金数十亿元

。

舆论往往关注巨大的涉案金额

，

却忽视了涉案金额背后的普通人

，

在一串串冷冰冰的数字背后

，

是

上万个家庭的毕生积蓄

，

巨大打击面前有人甚至选择了轻生

。

刘迪集资案与众不同之处在于

，

他将实业投资与二级市场举牌

ST

长信

(600706)

、

ST

天宏

（

600419

）

结合

在一起

，

制造了一个可以获得高额回报的假象

。

投资者为何如此相信非法集资

？

非法集资为何难以遏

制

？

相关部门是否应该提前介入调查

？

如此种种

，

让人反思

。

借举牌步步利诱 齐能化工集资案祸害万人

证券时报记者 向南

上万人在刘迪的带领下， 在一张

财富大饼中迷失了方向。

2010

年

9

月

28

日在青岛海明威

大酒店， 齐能化工董事长刘迪给债权

人、 股东描绘未来前景： “如果有一

天， 你在马路上看到有个专卖店还不

是绣购的， 马上给我打电话， 重奖一

万元。”、 “未来百强也好，

500

强也

好， 肯定能看到我们公司。”

但是， 姜平没能等到这一天。 在

去年年末得知刘迪被抓， 奔赴青岛而

没有要回资金后， 他选择了自杀。 姜

平是为齐能化工拉资金的山东省淄博

市临淄区业务员。

悲剧

3

月的一天， 证券时报记者拨通

了姜平爱人孙建玲的电话， 孙建玲表

示， 她爱人已在年前自杀身亡。 她和

丈夫姜平都是齐能化工集资案的业务

员， 投入上千万元。

孙建玲告诉记者， 她已经不在当

地居住， “到了很远的地方”。 业务

员面临双重压力， 除了自有资金外，

他们还从亲戚朋友、 老乡那里拉来很

多资金， 这些亲友钱拿不回钱， 就找

他们。 孙建玲有些紧张， 她多次将记

者当成了律师， 想要寻求帮助， 又怕

有人找上门来。 “我走不出来了。”

她在电话里哽咽。

有当地人告诉记者， 孙建玲丈夫

姜平多才多艺，

2011

年

12

月

19

日

到青岛去要钱之前， 还常吹笛子。

“因为没把钱要回来， 夫妻俩非常伤

心， 熬到凌晨两三点， 丈夫对妻子

说， 你先去睡吧， 我再等一会儿， 没

想到就成了永别。”

“听说钱拿不回来了， 我们都

有自杀的心。” 家住中石化第十建设

公司的李孝常 （化名） 面对记者时

表达了他的悔恨。 中化十建隶属中

石化， 职工收入较高， 已经

75

岁的

李孝常和爱人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就已退休， 俩人退休后月收入

8000

元左右， 这些钱本可以让他们过上

富足的生活， 但李孝常省吃俭用，

经常买便宜菜挑剩下的水果。 家里

空空荡荡， 除了一台台式电脑还算

比较现代化外， 其余床、 被褥、 沙

发都像是老古董。 卧室里还放着一

台

1975

年购买的蝴蝶牌缝纫机， 上

面是一个正在加工的鞋垫。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 给刘迪投入

了

500

多万元。 其中本金有

250

万元，

有

100

多万元是利息收入， 另外

100

多万元是拉来其他资金的回扣。 本金

中不但有自己的多年积蓄， 还有儿子

的买房钱， 以及其他亲戚的钱。 李孝常

说， 在向淄博警方报案中， 他投资的

钱加上拉来的资金共有

1000

多万元。

利诱

李孝常

2009

年

4

月

10

日加入齐

能化工的融资队伍， 作为

1994

年入

市的老股民， 他自称风险意识很强，

在决定加入之前考察了一个月， 齐能

化工位于临淄的融资点已经开了两

年， 从来都是按时兑付利息。 他首期

投了

20

万元，

20

万元是一道门槛，

可以发展业务， 拉了资金有提成。

在李孝常加入后， 他自称并没有

主动去拉资金， “等过了几个月后，

认识的人主动寻上门来， 他们从其他

渠道得知很赚钱， 希望加入。” 李孝

常加入齐能化工之后， 财富翻滚式增

长， 这也吸引他和周围人把更多钱投

入进去， 他投入的本金也从

20

万元

增加到

250

万元。

在临淄一带从事药品、 保健品销

售的张建 （化名）， 在向李孝常成功

推销了保健品后， 也被拉入集资队伍

中。 张建说， 他当时也很怀疑， 但考

虑到李孝常经历丰富， 考虑周全， 就

投了一些。 张建

1

万元钱投资进入，

每个月至少有

400

元利息， 有时还有

700

元， “上面说公司每个月盈利都

在发生变化， 所以返利也在变。”

看到赚钱容易， 张建就加大了投

资力度。 “我每个月收入

5000

元钱，

两个月够

1

万元就投进去。” 如此，

张建共投资了

20

万元， 这几乎是他

的所有积蓄。 实际上， 张建向李孝常

表达过顾虑， 但李孝常打了包票说如

果赔了钱他来偿还。 很多业务员胆子

也越来越大， 都打了这样的包票。

在财富快速增长的诱惑下， 有很

多人从不相信， 到不得不信。 一位家

在青岛的大学生告诉记者， 她父母看

到一位阿姨投资齐能化工， 从普通人

住上豪宅， 开上好车， 终于按捺不

住， 投了几十万元进去。

而业务员也很有动力拉资金， 拉

来资金达到一定规模， 即有返利。 在

下级得到的利息中， 业务员也有不菲

的奖励， 如张建每得到

500

元利息，

李孝常就可得到

100

元。 李孝常靠拉

资金得到了

100

多万元的收入， 本来

他应该得到更多， 但把部分提成返给

了下级， 也因此才能拉来这么多资金。

2011

年

12

月

2

日， 本来是张建

收利息之时， 但利息却没有来， 上面

说是公司搬迁，

12

月

5

日说钱打过

来了， 但是是通过转账支票， 要等上

几天， 后来又说是支票上有一个地方

出错， 再等上几天， 结果等到的是山

东省聊城市公安局抓捕刘迪等嫌疑人

的消息。

张建不知道的是， 早在

11

月底，

齐能化工的融资平台就运转失灵， 齐

能化工聊城分公司对所有吸收的资金

停止兑付本息， 一年后给予每天

0.5%

的利息

(

即月息

15%)

。

张建也曾多次找李孝常讨要资

金， “我看他憔悴了很多， 还拿自己

的退休工资给我

1

万元， 就不好意思

再去找他麻烦了。”

在李孝常家里， 有一大堆 （见

图） 入股和借款的票据， 其中有张票

据上写着 “借款

153

万元，

150

个工

作日翻倍。” 如此大的金额， 却没有

订立合同文本， 所用收据简单粗陋，

地摊上随处可见。 对此， 李孝常告诉

记者： “原来也有合同， 后来他们说

合同太麻烦， 不环保， 彼此这么熟悉

信任， 就用收据了。”

蛊惑

李孝常不理解刘迪为何突然变成

了犯罪嫌疑人， 他多次见刘迪， 对其

印象良好， 认为刘迪生活穿戴都不讲

究， 年龄不算大但头发已不多， 看来

没少操心， 显得很有事业心。

证券时报记者获得了一份

2010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齐能化工年中总

结大会视频， 刘迪和其父刘潮山同时

亮相。 刘迪的口才算不上好， 比不上

其父刘潮山， 刘潮山说话很有气场，

经常引来掌声和欢笑声。 刘潮山去年

已去世， 这也被认为是齐能化工案发

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刘迪也有特点，

擅长通过数据说话， 拿捏观众心情。

刘迪称， 石化行业利润并非暴

利， 但可以通过快速流转， 赚取更多

利润。 “

1

万块钱， 周转一次和周转

20

次、

30

次创造的利润是不相同的，

可能每次周转只赚

200

块， 周转次数

多了就能赚得多。”

在化妆品业务上， 刘迪称这是

2008

年发现的新领域， 青岛绣购于

2008

年

9

月成立， 发展势头很快，

成立

500

多天已经拥有直营店

110

家， 合作直营店

215

家， 有

50~80

个品牌， 有个公司准备出

7000

万买

绣购， 但没舍得卖， 目标是未来

2

年

~3

年发展加盟店

5

万

~10

万家，

加盟渠道一年销售额

100

亿元以上，

“只要你在马路上， 看见的化妆品专

卖店就是绣购， 绣购和齐能化工一

样， 能登上上市的

宝座”。

在加油站业务

上， 刘迪的表现同

样充满信心。 他以

一个天才人物的口

气说： “

2009

年突

然间又做了一个梦， 发现有一个行

业还没做好， 开始了一个心路历

程。” 这就是炼化业务的下游即销

售环节， 他于是成立了万家石化，

并预计万家石化将会成为全国第三

大石化公司， 排在中石油中石化之

后， 在民营企业当中一定会做到第

一， 完全没将中海油放在眼中。

刘迪预计一年半时间内即可发

展

1

万家加油站。 万家石化一年的

销售额达到

700

亿元， 每吨利润有

1000

元。 未来还可跟金融机构合发银

行卡， 既可以买绣购化妆品， 又可到万

家石化加油。

这次年中会的重头戏， 是扩股融

资。 刘迪称成立了四个基金， 投资于商

业、 地产、 石化等。 刘迪在讲话完毕

后， 让业务员选择认购绣购和万家石化

的股票， 并表示就此封盘， 不再允许加

入。 他表示： “只有把钱放在自己的口

袋里才是安全的， 那就是股权投资， 如

果能上市， 可以换取相应的市值， 如果

不能上市， 拥有这家公司的固定资产，

出了事至少可以拿回本钱来。”

上市

刘迪很注意调动大家赚钱的欲望，

“大家是不是嫌钱赚得少？ 我们争取再

上市一家。”

此时正值齐能化工举牌

ST

长信

1

个多月， 举牌

ST

长信被刘潮山反复说

成是上市。 刘潮山表示， “当我们公司

成立时， 曾经许诺过一定会上市， 从走

过的历程看承诺都是兑现的。

3

年内要

实现

3

家公司上市， 明年必须完成第二

家， 到时候坐在家里， 电脑一打字， 钱

就来了。”

其实此时齐能化工离上市相距甚

远。 被刘潮山形容为上市功臣的王雪生

似乎是专业人员。 王雪生提到， 之所以

选

ST

长信， 是因为这家公司资产虽为

负， 但债权债务处理得很好， 齐能化工

的股东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可以进行股

票转让， 转让价格根据市场和收益来定，

届时每股净资产将接近

3

元， 这个价格

已比入股价增值

200%

。 然而王雪生忽

略了一个事实， 不管是借壳还是

IPO

（首发上市）， 在上市之前股权频繁转让

都是大忌。 他此话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打

消股东疑虑， 而并不真想进行收购。

上市， 是被刘迪反复谈到的一个话

题， 这也带有时代特色： 资本市场的造

富效应， 实在令其他行业望尘莫及。 举

牌

ST

长信是刘迪融资的重要环节， 此

后刘迪又举牌

ST

天宏， 也正是为了配

合刘迪再实现一家公司上市的承诺。

举牌

ST

长信也被当作一项重要成

绩。 刘潮山反问： “请问， 有几个企业

能在三年半不到四年时间上市的？ 很

少， 我们要的是低调。” 但刘潮山其实

很不低调， 此前， 齐能化工、 绣购都以

专题片的形式在媒体上做过宣传， 这次

会议还邀请了一家电视媒体。 另外， 刘

潮山还介绍了很多嘉宾， 有青岛市常委

和海军少将， 一位海军少将还进行了发

言， 声称将全力支持齐能化工。 但很难

核实嘉宾的真实身份。

利诱之外， 刘迪也很注意进行适当

的威胁， 例如声称入股窗口期很短， 错

过就不允许加入。 因为举牌

ST

长信，

媒体关注过齐能化工的实力、 集资问

题， 刘迪对业务员说： “我们在前面打

拼， 你们在后面怀疑。 我们本来可以把

你们抛弃。” 但他话锋一转又说： “但

我比较善良， 还是带上吧。”

青岛上万人， 淄博两千多人就这样

被刘迪带上， 成了这起非法集资案的受

害者。

齐能化工两次举牌

� � � �

●2010

年

8

月至

12

月， 齐能化

工曾分三个阶段买入

ST

长信股票

873.69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超过

10%

， 与

ST

长信第一大股东陕西华汉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展开控制人之争。

●2011

年

2

月， 西安曲江文旅

重组

ST

长信的预案被股东大会通过，

齐能化工随后展开减持。 但在减持

ST

长信时， 以当时股价计算， 齐能化工

的整个交易亏损在千万以上。

●2011

年

10

月， 刘迪控制的另

一家公司青岛英图石油有限公司斥

资

4000

万元从二级市场大举买入

ST

天宏的股票

408.52

万股 ， 占总股本

的

5.09%

。

值得注意的是， 两次高调举牌后，

齐能化工此前扬言的借壳上市始终未能

兑现， 重组方案也未见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