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井住友海上火灾保险（中国）有限公司 



 

尊敬的客户： 

 

诚挚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敝司工作的大力支持及配合！ 

 

我司作为保险行业中的一员，遵守“守信用、担风险、重
服务、合规范” 的保险行业核心价值理念，诚实守信，
尽职尽责，为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贡献一份力量。 

 



非法金融活动 

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 

 

     （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2）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 

     （3）非法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票据贴现、资金拆借、信托投资、金融租赁、   

                融资担保、外汇买卖； 

     （4）中国人民银行认定的其他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非法金融活动 

     常见类型： 
 
 

（1）非法集资 
 
 

（2）非法放贷 
 
 

（3）金融诈骗 



1．非法集资 

• 定义： 

 非法集资行为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

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

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

行为。 

 

• 涉嫌的刑事犯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集资诈骗罪 

 

 

 

 

 

 

 



1．非法集资的主要形式 

• 主导型案件 

 指保险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或公司管理漏洞，假借保险产品、保险合同或以保险公
司名义实施集资诈骗。犯罪分子虚构保险理财产品，或者在原有保险产品基础上承诺
额外利益，或者与消费者签订“代客理财协议”，吸收资金；犯罪分子出具假保单，
并在自购收据或公司作废收据上加盖私刻的公章，甚至直接出具白条骗取资金。 

 

• 参与型案件 

 指保险从业人员参与社会集资、民间借贷及代销非保险金融产品。保险从业人员同时
推介保险产品与非保险金融产品，混淆两种产品性质；保险从业人员承诺非保险金融
产品以保险公司信誉为担保，保本且收益率较高；诱导保险消费者退保或进行保单质
押，获取现金购买非保险金融产品。 

 

• 被利用型案件 

 指不法机构假借保险公司信用，误导欺骗投资者，进行非法集资。不法机构谎称与保
险公司联合，虚构保险理财产品对外售卖，进行非法集资；将投保的险种偷换概念或
夸大保险责任，宣称投资项目（财产）或资金安全由保险公司保障，进行非法集资；
伪造保险协议，对外谎称保险公司为投资人提供信用履约保证保险，同时以高息为诱
饵开展P2P业务。不法机构和个人故意歪曲金融实质，以金融创新为噱头，假借保险

名义，以筹建相互保险公司、获取高额投资收益为名吸引社会公众投资，或以“互助
计划”、众筹等为幌子，借助保险名义进行宣传，涉嫌诱导社会公众参与非法集资。 



1．非法集资的防范方法 
 

• 分清销售人员身份 

 目前，保险公司大多禁止营销员推销基金、债券等非保险理财产品。营销员推     

     销非保险理财产品，多是假借公司名义，为了谋取自身利益，产生纠纷后往往 

     难以兑现，建议客户购买前拨打保险公司客服电话核实相关情况。 

 

• 辨别产品真伪 

 保险消费者要看清销售产品是否真实、合法，产品是否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   

     准；销售的产品是否有规范的合同文本及签章，是否出具正规的发票等缴款凭 

     据。 

 

• 关注收款账户 

 发行主体与收款机构账户应保持一致，若发现收款账户与签订合同的机构不一   

     致尤其是收款账户的户名为销售人员或其他个人时，应提高警惕，谨慎划款。 

 

 

 



2．非法放贷 

• 定义： 

 非法放贷行为是指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以营利为目的，向不特定的对象出

借资金，以此牟取高额非法收入的行为。 

 非法发放贷款的行为主体可以是单位亦可以是个人，其行为特点是未经有权部

门批准、没有合法的经营金融业务资格，经常性地向不特定的单位或个人出借

资金，出借款项一般笔数多、累计金额大，多个借贷行为累计持续时间较长，

客观上已形成的一种非法金融业务活动。 

• 民间借贷与非法放贷的区别： 

 

 

 

 

 

 

 

 

非法放贷： 

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将发放

贷款作为日常业务 

民间借贷： 

帮助解决借入人一时的生

产、生活需要，不作为经

常性的牟利手段 



2．非法放贷的主要特征 

• 主要特征 

 非法放贷面向社会不特定多数公众； 

 多以高利率形式体现，如高于同期银行利率数倍； 

 非法放贷公司有专门人员进行追债，逾期则上门采取“非法拘禁”、侮辱、恐

吓、威胁、骚扰等暴力或“冷暴力”手段进行追讨； 

 多以低息指标为幌子，后续变相收取费用； 

 鼓吹分期还款，期限长、额度低，其实总支付折合贷款年利率属于高利贷； 

 简化资料审查流程，以“迅速放款”为诱饵吸引借款人； 

 以“违约金”“保证金”“中介费”“服务费”“行业规矩”等各种名义骗取

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合同、阴阳借款合同、房产抵押合同等明显不利于被害人

的各类合同。玩文字游戏制造各种陷阱，致使借款人违约，从而非法占有借款

人财产，甚至霸占房产。 

 



2．非法放贷的常见类型 

• 主要打击类型 

 利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集资资金发放民间贷款的； 

 以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侮辱、恐吓、威胁、骚扰等非法手段催收贷款的； 

 利用黑恶势力开展或协助开展的； 

 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再高利进行转贷的； 

 面向在校学生非法发放贷款，发放无指定用途贷款，或以提供服务、销售商品

为名，实际收取高额利息（费用）变相发放贷款的； 

 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作为主要成员或实际控制人开展有组织的民间贷款行

为。 

 

 

 



2．非法放贷的防范方法 
 

• 辨明主体资质 

 通过企业信息公示网等查询借贷公司背景，找合法的具有相应资质的银行、金

融机构进行贷款。 

 

• 明晰合同内容 

 进行相关金融行为时，要看清合同及格式条款的内容，特别是金额、期限等关

键要素，继而判断是否合理，必要时可以向律师等进行咨询。 

 

• 保留相关证据 

 完整保留电子信息、合同及协议等证据，发生纠纷时可通过法律途径，及时向

法院、仲裁机构寻求救济。 

 

 



3．金融诈骗 

• 定义 

 金融诈骗，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
骗取公私财物，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 

 

• 涉嫌的刑事犯罪                                                            

 集资诈骗罪 

 贷款诈骗罪 

 票据诈骗罪 

 金融凭证诈骗罪 

 信用证诈骗罪 

 信用卡诈骗罪 

 有价证券诈骗罪 

 保险诈骗罪 

      …… 

 



3．金融诈骗的常见形式 

• 1.虚假电话诈骗 

 不法分子群拨电话，显示国家公安、电信机关电话号码，冒充电信公司、公安
机关，以受害人被他人盗用身份涉嫌洗钱犯罪等，以没收受害人银行存款进行
恫吓，要求受害人将其资金转到指定账户。 

 

• 2.引诱汇款诈骗 

 不法分子以群发短信方式，将“请把钱存到××银行，××账号，××先生”
等短信内容大量发出，引诱事主汇款。 

 

• 3.刷卡消费诈骗： 

 不法分子通过手机短信提醒手机用户，称该用户银行卡刚刚在某地（如XX商店）
刷卡消费XXX元，如用户有疑问，可致电XXXX号码咨询，并提供相关的电话号码
转接服务。 

 

• 4.虚假中奖诈骗 

 不法分子通过信件邮寄、手机或互联网传递中奖短信，受害人一旦与犯罪分子
联系兑奖，即以“需先汇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
理由要求受害人汇钱。 

 



3．金融诈骗的常见形式 

• 5.汇钱救急诈骗 

 不法分子通过网聊、电话交友等手段掌握受害人的家庭成员信息后，先通过反
复骚扰使受害人手机关机，再以医生或警察名义给受害人家属打电话，谎称受
害人生病或遭遇车祸住院等，要求汇钱到指定账户救急。 

 

• 6. ATM机告示诈骗 

 不法分子预先堵塞ATM机出卡口，并在ATM机上粘贴虚假服务告示，诱使银行卡
用户在卡被吞后与其联系，套取密码，待用户离开后到ATM机取出银行卡，盗取
卡内现金。 

 

• 7.低息贷款诈骗 

 不法分子谎称“我公司在本市为资金短缺者提供贷款，月息3%，无需担保，请
致电××经理”，此类诈骗以低息贷款诱人上钩，然后以预付利息名义骗钱。 

 

• 8.骗取话费诈骗 

 不法分子通过拨打“一声响”电话，诱使客户回电，“赚”取高额话费；或以
短信形式发送“您的朋友13XXXXXXXXX为您点播了一首XX歌曲，以此表达他的思
念和祝福，请你拨打9XXX收听。”一旦回电话听歌，就可能造成高额话费或定
制某项短信服务，造成手机用户的财产损失。 

 



3．金融诈骗的防范方法 
 

• 我们也再次提示广大消费者注意： 

 

• “三要” 

 要提高安全意识，如在设置密码时避免选用生日、电话号码等容易猜测的数字
或字母组合，不在公共场所使用网上银行等； 

 要登录正确的网站或通过银行的专用电话或到银行的营业网点进行查询咨询； 

 遇到诈骗行为，积极地向公安机关举报。 

 

• “三不要”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电话号码的短信或者非正常渠道的电话银行服务； 

 不要轻信各类中奖、费用返还的短信内容，拒绝利益诱惑； 

 不要向任何人透露银行卡或网上银行用户名、密码，在任何情况下，银行及公
安司法等单位都不会向客户索要银行卡或网上银行密码。 

 



 

更多打击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相关信息，
敬请您登录我公司官网： 

 

http://www.ms-ins.com.cn/Pages/cus2.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