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者保护·明规则、识风险”案例 

——宣传不是过，但公开宣传则是错 

 

为拓宽募资渠道，方便投资者，部分私募机构与银行、保险等机

构合作进行代销私募基金。而个别不法份子，利用投资者对银行、保

险机构的信任，或复制保险营销、传销等手段，以欺骗手段向非合格

投资者兜售私募基金。 

H 公司是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2014 年底，H 公

司设立了 h 基金，并请保险公司销售团队进行代销。保险销售团队主

要针对购买了保险理财产品的客户，向其宣传推介 h 基金，宣称是保

险公司为回馈老客户特别推出的正规产品，年化收益率达到 9%，并

有正规银行托管。部分投资者相信了上述宣传，于是签订了基金合同，

约定投资金额 5 万至 150 万不等，投资期限为 1 年；2017 年，部分

投资者发现基金到期无法兑付，且 H公司已经人去楼空。随后，监管

部门核查，发现 H公司仅在基金业协会备案了 h 基金 1只产品，投资

者数量为 3 名，认缴金额 1 亿元，实缴金额 0 元。该基金实际于 2014

年底至 2016 年底共发行 4 期，涉及投资者 700 多人，其中大部分投

资者的投资金额都不超过 100 万元，托管银行信息也不属实。目前，

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C 公司是在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并设立了期限为

45 天、90 天、180天、1 年至 10 年，年化收益率为 12%~17%，投资

起点为 2 万元的“资金托管”产品。因实际控制人具有保险从业经历，



便将保险的营销手法复制到产品推广上:由营销人员打着私募基金产

品的幌子向不特定对象推荐“资金托管”产品，通过举办大型的“理

财讲座”或者客户拉客户等方式，吸引客户到公司经营场地填写《投

资申请书》，公司向客户出具《合同确认函》，欺骗大量投资人，其中

以中老年女性居多。C 公司以《合同确认函》的方式确认投资人的投

资资金，且公开宣传、向非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承诺收益等行为明

显不符合私募基金本质，已被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

案查处。 

I公司 2016 年 3 月至 4 月在基金业协会备案 3 只私募基金产品，

规模 1200 余万元，涉及投资者 5 人。此后，再未向基金业协会备案

过私募产品。然而，I 公司在微信公众号上，一直以固定年化收益率

8%~14%的高息为诱饵，面向社会不特定群体开展宣传。I公司通过推

介会、发传单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大肆宣传，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

股权方式还本付息或给付回报。公司业务员亦向社会不特定人群进行

宣传，并与其签订所谓投资合同，吸收存款。公司对业务员予以重奖

激励，对吸收资金一定金额以上的，奖励高级轿车。2018 年，公安

机关对 I 公司进行立案侦查。经公安机关初步侦查，近 5 年来，I 公

司客户实际认购金额数十亿元，其中约六成返还客户本息，剩余资金

用于投资、运营、奖励业务员和个人购置房产、车辆等奢侈消费。I

公司的日常运营费用、给业务员的返点现金提成均达数亿元，还有大

量资金被公司实际控制人用于购买名贵奢侈品、夜总会娱乐等奢侈消

费。 



宣传不是过，但公开宣传则是错。私募基金本姓“私”，只能面

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不得公开推介、宣传、打广告。然而，不法

分子利用私募基金从事非法活动，公开宣传往往是必经之路。否则，

就难以短时间内大量吸纳资金，就难以募新还旧维持资金链，就难以

诱骗非合格投资者“入局”，……。因此，现实中虚假宣传、夸大宣

传、误导性宣传比比皆是，拉上“政府平台”“国企背景”“银行保险

合作”等大旗的手段层出不穷。监管也发现，非法集资的“伪私募”

一般通过大量招聘低学历人员，采取“底薪+提成”的方式激励其兜

售所谓的“私募基金产品”；销售人员往往为了高比例提成收入，通

过召开宣传推介会、陌生拜访、微信宣传等方式公开宣传产品高息、

保本，诱导投资者。 

荣誉光环无法变现，不能成为投资的理由，也不能弥补投资损失；

企业形象不等于经营能力，外表光鲜亮丽，内部实则千疮百孔。投资

时，不能只看宣传效果，也不能盲目轻信所谓的政府背景，更不能直

观的通过外在表象判断企业实力。投资者面对强大的宣传攻势，要多

一分怀疑，少一分侥幸，切记“冲动就是魔鬼”，只要抵住“公开宣

传”第一波攻势，非法集资也许便离你很远、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