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2P

公司、资产管理公司、

投资咨询公司、 第三方理财公
司……顶着高大上的像金融机
构一样的名头， 民间金融公司
来势凶猛。 他们或者销售自己
开发的理财产品， 或者代销各
类金融机构发行的产品， 从银
行理财产品到各类保险不一
而足。 同时，风险事件频频出
现，其中相当部分“草台”机构
带有庞氏集资的特征。 专家认
为，理财乱象带来的风险值得
警惕，目前金融监管需要进一
步完善。

监管归属亟待厘清

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发生
兑付风险的理财产品中基本都有第
三方理财公司的身影：要么是金融机
构工作人员借金融机构之名私下销
售第三方理财公司的产品；要么是金
融机构失察，让资质不够的第三方理
财公司做了投资顾问；还有些银行充
当了第三方理财公司所发行理财产
品的托管行而受到牵连……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产业资本在不断进入金融领域，发
行各自的所谓理财产品，募集资金。

例如， 有电器销售者提供从
3

个月
以下到

12

个月以上的各档理财产
品，收益率从

7.6%

到
8%

不等，而且
大字注明“本息保障”。 经营有线电
视网络也推出“网络金融”，意欲打
造的电视支付平台和金融服务平
台。 这些实业企业在各自的产业领
域或许是领头羊， 但进入大众理财
的金融领域是否能够有效地控制风
险还需要观察。

目前，还没有针对这些并不是金
融机构但却从事金融活动的第三方

理财公司的法律法规。但随着第三方
理财公司的风险不断出现，各地已经
开始重视其中的问题。

四川、江西等地监管部门先后
发布关于整顿投

(

融
)

资理财信息咨
询类公司严厉打击非法投

(

融
)

资行
为的通告。称这些投（融）资理财信
息咨询类公司的上述行为严重影
响正常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严重
损害投资人利益，已经违反有关法
律规定，甚至触犯刑法，政府部门
将坚决打击。

业内专家认为， 在这些理财
机构中， 绝大部分并未取得从事
金融业务的许可， 接下来就产生
一系列问题： 这些机构该由谁来
监管？ 其信息披露应当做到怎样
的程度， 才可以避免其欺诈投资
人？ 这些没有金融许可的机构和
金融机构合作应当遵循怎样的程
序，责权如何界定？

当前各类理财的现实运作似
乎呈现如下状态：对未经许可开展
金融活动的机构， 无人加以制止，

而对正规金融机构却存在“刚兑”

的强烈期望；没有资质的机构从事
金融业务不受监管，金融机构销售
产品时却被要求面签、录音、录像；

没有资质的理财公司遇到资金链
断裂的问题要么一走了之，要么破
产后资不抵债， 投资者血本无归，

讨债无主投诉无门。 而代销过第三
方理财公司产品的金融机构，甚至
只要有一丝牵连的金融机构都会
被投资者上门维权……这加剧目
前理财市场的混乱。 对于投资者教
育、金融市场的有序公平竞争都是
不利的。

另外，有一家国内较大的民营
投资公司透露，计划新开上千家的
“销售点”，并试图将其打造、包装
成类似银行支行的形式，利用这个
平台销售自身设立的理财产品的
同时也销售其他公司设立的理财
产品。 如果这种模式真的得以实
现，那么一般的投资者将更容易被
误导，从而难以客观判断理财产品
的风险。 （据新华网）

理财公司鱼龙混杂

民间“草台”机构风险重重

理财公司泛滥

“您好
××

先生， 我们是上海
××

投资基金
的。 我们现在有一款收益

12%

的产品您感兴
趣吗……” 相信不少人都接到过这样的“理
财”电话，有时候甚至一天要接到好几个。

一位在
P2P

公司工作过的人士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整体而言，包括

P2P

公司在
内的很多第三方理财公司， 从业人员的素质
并不高。 不少营销人员都是高中、大专毕业，

甚至连基本的金融知识都没有， 但职务都是
“投资顾问”“理财经理”。

“给陌生人打电话销售理财产品，没有什
么捷径。 可能打给一百个人只有一个人肯听
你说。 打一千个，只有一个开口跟你说；打一
万个可能才有一个人去你公司咨询。 加上运
气，主要还是量。 ”上述人士这样总结道。由于
有高额的销售提成，这些年轻的“投资顾问”

们整天对着从不同渠道买来的电话名单，不
厌其烦地拨号。

除了电话营销， 居民信箱里也塞满了各
种理财产品的广告传单。 不少投（融）资理财
信息咨询类公司还在居民区、 超市等地设立
实体店，重点瞄准中老年客户。

上述理财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设
立实体店能够增加客户信任， 也更容易募集
资金。 他们更喜欢老年客户是因为老年人手
中有闲钱又有时间， 基本不问产品的风险在
哪里，容易被高额利息吸引。 有时候销售人员
送个小礼品就能获得老人的信任。 而且理财
公司很了解老年人怕孤独的心理， 他们有时
还会邀请老年人参加理财公司组织的酒会、

免费外出旅游、 农家乐等活动。 在这些活动
中，理财公司的业务员会向其推销产品，他们
尽管并不了解所售的产品， 但向投资者强调
保本保息。

有关部门对此总结，这类投（融）资理财
信息咨询类公司属于一般性中介服务类企
业，不属于金融机构，不能面向公众开展存贷
款业务、证券投资咨询业务、投资理财业务、

私募投资、保险销售等金融业务。 但是，部分
投（融）资理财信息咨询公司违反有关法律法
规，超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

直接或间接违规开展金融业务， 诱发非法集
资风险： 有的向社会公众提供证券投资咨询
服务；有的面向社会公众开展委托理财业务；

有的虚假宣传， 冒用金融机构名义发行理财
产品、基金或股票；有的承诺向投资者支付固
定回报，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
存款，用于发放贷款；还有部分不法分子披着
投（融）资理财信息咨询类公司的合法外衣，

编造虚假的融资项目， 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进
行集资诈骗犯罪活动。

高收益“神话”风险重重

这些理财公司募集资金后，除
非企业主一开始就有携款潜逃的恶
意， 否则这些资金是应当借给有真
实资金需求的实体企业的。

据网贷之家、 盈灿咨询的数
据，

2013

年
7

月， 整个网贷行业的
综合收益率达到

26.35%

的最高
点，而到了

2015

年
8

月，这一数据
为

12.98%

，收益率水平在
25

个月
里跌了超过一半。

尽管如此， 投资者端高达
12.98%

的成本，实体企业需要付出
15%

以上的利息才能拿到网贷平
台的贷款。 在经济下行、产能过剩
的大背景下，能够负担如此高资金
成本的企业可谓凤毛麟角。一位企
业主介绍，他的公司主要从事工业
用仪器仪表的生产和销售。企业的
确缺钱，但企业能承受的最高资金

成本是年息
10%

。

一位
P2P

网贷平台的相关人
士介绍，为了能支付投资者的高额
利息，不少

P2P

平台都是资金池模
式。有些

P2P

平台把募集的资金投
放到任意高收益领域：当银行揽储
压力大时，

P2P

平台就把资金借给
银行，博取短期高收益；也有

P2P

平台和当地的担保公司、典当行等
合作，成了民间高利贷链条上的一
环；当股市火爆时，就做配资，把钱
借给炒股的人。有些

P2P

平台甚至
直接把募集的资金投到股市里。因
此， 这轮股市下跌并没有像有些
P2P

平台宣传的那样，资金从股市
挪到了

P2P

平台。 相反，股市大幅
震荡导致部分

P2P

平台资金到期
无法兑付。据统计，从

8

月
4

日到
9

月
1

日， 大约有
44

家
P2P

网贷公

司倒闭、跑路、停业。

在目前的利率环境下，

10%

以
上的固定收益并不容易实现。 《中国
证券报》 记者拿到的一张宣传页上
显示，一款名为“

××

宝”的理财产品，

年化收益率
10%-13%

，投资人总数
超过

18

万人。 黄开军律师介绍，这
款号称“日进日出”， “年化收益
13%

”的“理财产品”主要通过授权服
务机构、网络平台，甚至一些银行网
点进行销售， 吸纳了大量的民间资
本。但实质上，其发行者是一个现货
交易所，并无发售理财产品的资质。

类似产品在销售环节， 销售人员有
意放大收益，弱化风险，将其包装成
保本付息的固定收益产品。 而一般
的投资者缺乏相关的知识和经验，

也很少考察其投资行为的实质及可
能存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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