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
年来，以各种真实或虚构项目
为载体， 以高额利息为诱饵，

以稳赚保本为“压惊石”的非
法集资案呈高发态势。

海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教授李仁君说，为避免非法集
资案的发生，应加强对大额资
金的源头监控。对大额资金的
“审查”，商业银行首先要明确
资金来源监控， 把好准入关，

避免因为商业银行之间竞争
激烈，对开户入账的一些大额
资金的来源和走向放松警惕，

让初步核查变成走过场。

据了解，根据中国人民银

行
2006

年制定的《金融机构
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
理办法》， 金融机构在单笔或
者当日累计人民币交易

20

万
元以上或者外币交易等值

1

万美元以上的现金缴存、现金
支取、现金汇款等业务，金融
机构应当在大额交易发生后
的

5

个工作日内，以电子方式
向人民银行的中国反洗钱监
测分析中心报送。

然而， 据办案人员介绍，

在沈桂林集资诈骗案中，沈桂
林在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建
设银行、 光大银行等海口市
11

家商业银行开设账户，动

辄近亿元的大额资金进出个
人账户，几乎没有一家银行对
此资金有过通报。

此外，李仁君认为，有关
部门的监管也需进一步完善，

应加强与公安、 商业银行、法
院等部门的协作，建立多部门
联动机制，防止监管真空。

不可忽视的是，参与者过
度“逐利”的心理成为非法集
资的温床。海南省公安厅经侦
总队副总队长杜衡提醒，天上
不会掉馅儿饼，群众对高息揽
金的现象需加强戒备，避免造
成不必要的损失。

(

据新华网）

非法集资
8.8

亿余元、受害者达
210

人、损失近
4

亿元……日前，海口市中院开庭审理海南省工商联
原副主席沈桂林涉嫌集资诈骗案。

他为何能成功诈骗如此多的人， 募集如此巨额
的资金？ 又如何从一位政商风云人物沦落为阶下囚？

非法集资8.8亿余元
———海南工商联原副主席沈桂林涉嫌集资诈骗案追踪

作为海口泰特典当有限公司、 海南美丽道文化艺术中心有
限公司的董事长， 沈桂林同时还拥有很多头衔：“省工商联副主
席”“省政协委员”“省拍卖协会会长”“省典当协会会长”等。正是
在这些身份的光环之下，一拨又一拨受害者选择信任沈桂林。

据海口市检察院起诉，从
2002

年至
2009

年，开典当行起
家的沈桂林，在典当公司自有资金较少的情况下，通过借款方
式融资用于典当业务及偿还借款利息， 并向出借人支付

2%

至
3%

的月息。

2009

年以后，沈桂林在明知泰特典当公司经营状况每况愈
下、基本没有业务、资不抵债的情况下，以泰特典当公司、海南
泰达拍卖有限公司等关联公司做担保，承诺支付

1.5%

至
4%

不
等月息四处借款。

经鉴定，沈桂林共向
210

人非法集资金额
8.8

亿余元，已返
还约

5

亿元，造成被害人损失近
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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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张先生说，沈桂林是工商联副主席、拍卖协会会长、

典当协会会长，他搞活动经常都有政府官员“站台”，是地道的
“红顶商人”，这么多的“帽子”很容易取得大家的信任。

一位姓卫的女士告诉记者，她先后给了沈桂林
1700

万元，

每个月从沈桂林那里拿利息。 据卫女士说，沈桂林给人的印象
是温文尔雅，再加上他身上“政府官员”的光环，比较让人信任。

实际上，作为省工商联副主席的沈桂林并非政府官员。 据
记者了解， 省工商联副主席分为专职副主席和兼职副主席，专
职副主席身份为公务员，而兼职副主席不是公务员，多为一些
知名企业家担任。 但很多百姓对此并不了解，简单将兼职工商
联副主席等同于政府官员。 而沈桂林也有意利用这种误解。

据卫女士讲述，

2012

年，沈桂林在北京画廊办画展，她作为
大客户与一些嘉宾被邀请到北京，坐的是头等舱，住的是五星
级酒店。

她说，画展的开幕式场面宏大，很多相关政府部门的领导
都参加了。 从北京回海南后，她在原来

700

万元的基础上又陆
续投了

1000

万元给沈桂林。 “现在觉得那次北京之行实际上是
沈为了掩饰诈骗，让你感觉他事业做得很大。其后，他说需要一
些资金扩大经营，于是，我们参加了北京之行的一些人又继续
给他投钱。 ”

“我们都是听朋友介绍认识的，以为能够攀上这样一个大
人物，跟着一块赚钱，改变生活，结果没想到搞得血本无归了。 ”

受害人李女士说，这些钱有的是养老钱，甚至还有治病的钱。

李女士说，案发之后她才知道，为了圈钱，沈桂林把他所有
的关系都利用上了。包括他的老乡、江苏商会的圈子、长江商学
院的圈子以及朋友介绍朋友的圈子。 “要是早知道他借钱的面
这么大，大家也不敢把钱给他。 ”她说。

沈桂林涉嫌集资诈骗案庭审现场

海口市公安局经侦支队
副支队长任健说，其实，沈桂
林的典当行最初也有业务。

但到
2009

年左右，业务基本
上就不做了， 沈桂林强力包
装自己， 然后骗更多的人给
他投资。

据任健介绍， 从
2010

年
以后，沈桂林从典当行业转向
投资文化艺术产业，包括办画
廊、艺术品拍卖等。 “首先，他
确实对这个领域比较感兴趣，

另外，这个产业也比较容易造
势，让更多的人相信他确有实

力。 ”据介绍，沈桂林在北京、

上海设立美丽道艺术中心，投
入了不少钱，但大都用于包装
他自己，并没有真正盈利。

除此之外，沈桂林十分注
重物质享受，他将集资款用于
购买手表、钻戒等奢侈品。 他
为女友戴某购买钻戒、玛莎拉
蒂轿车就分别花费

200

万元，

还为她购买了一栋价值
1000

多万元的别墅。

在这样恶性循环之下，

2013

年年末， 沈桂林的资金
链彻底断裂。 因担心事情败

露，他将登记着借款人、借款
数目、支付利息等资料的记录
本烧毁，于

2013

年
12

月
7

日
从海口出逃到香港，并辗转泰
国曼谷、老挝万象等地。

“他给出的高额利息就足
以把他压垮。 ”任健说，沈桂林
最后借到的本金大概

8

个多
亿，按两分多的利息，每个月
光利息就要支出

2000

多万
元， 而他几乎什么收益都没
有，那么钱从何而来？最后，沈
桂林出逃时身上不到

100

万
元港币。

沈桂林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遇到这样的事情我确
实很紧张，也害怕，不知道该
怎么做。 ”他说，

2013

年
12

月
1

日，他付了部分利息，但
8

日要再付近千万元。 而且到
年底了， 几个投资人想临时
把资金撤回去， 有的是

1000

万元， 有的是
2000

万元，这
几千万元再加上利息， 一下

子确实筹不到这么多资金。

“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办了，

既无法面对大家， 也不敢跟
任何人商量， 于是匆匆出国
想回避一下。 ”

关于烧毁账本，他说：“我
知道资金比较多，如果留下这
些账本，万一公安机关看到了
确实对我不利，当时觉得还是
把账本销毁比较好。 ”

记者了解到，沈桂林在出
逃

20

天后就回国投案自首。

他坦承，这些年表面上看很风
光，其实内心压力很大，过得
很辛苦，总担心有一天资金链
断裂，造成公司破产。 他后来
甚至每个月拿出几百上千元
钱去买彩票，想赌一赌，希望
发生奇迹中个头奖，中几亿元
把欠的钱还掉。

强化金融监管警惕高息诱饵专

家 说 法

疯狂融资致资金链断裂出

逃

买彩票希望中亿元大奖自

述

用头等舱招揽客户投钱造

势

多个头衔令
210

人被骗光

环

沈桂林自称压力山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