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失联私募问题频出 投资者须谨防“套路”

本报记者 许晓 叶斯琦

8月8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披露了第二十三批共7家拟失联私募机构名单，以及第七批即将被注销的22家失联私募名单。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发现，上述部分失联私募机构曾在近期爆雷，有的私募机构被通报涉嫌集资诈骗并已被立案调查，有私募机构实际控制人在事发后玩起“躲猫猫” 甚至直接跑路。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投资者而言，避免踩雷需从根本上提高自身鉴别能力，切实保证资金安全，尽量去项目所在地进行实地调研。 对于行业而言，在政府部门强监管的大背景下，中国私募基金行业的优胜劣汰才刚刚开始。

失联私募曾问题频出

在协会披露的第二十三批拟失联私募机构名单中，包括北京锋创财富投资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亚洲掘金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广东谊信投资有限公司等 7家私募机构。 其中多家失联私募机构已于近期爆雷，实际控制人也都已经跑路。

以亚洲掘金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为例，该机构实际控制人刘致远“众筹炒股” 超百亿元，因涉嫌集资诈骗已被公关部门立案侦查，目前刘致远已跑路。 事实上，6月份，该私募机构就被曝出投资人平台提现无法到账、网站无法打开，随后实际控制人失联，产品清盘 。

同样失联的还有深圳市前海中精国投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实控人。 一个月前，这家私募被曝所有私募产品出现严重兑付危机，大批投资人前往公司交涉，涉事资金超过18亿元。

继拟失联私募机构名单公布后，8月 10日，协会又披露了第七批即将被注销的失联私募名单。 现有22家机构达到公示期满三个月且未主动联系协会并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的注销条件，包括昌龙运通（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恒资时代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 协会称，将注销该22家机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并将上述情形录入资本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

透过这份拟被注销的失联私募名单，记者梳理发现，多家机构也是问题重重。

深圳市中鑫富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炒作“妖股” 被证监会处罚。 公开资料显示，中鑫富盈成立于2014年 9月。 2015年7月 10日至8月 28日，中鑫富盈控制使用账户组，集中资金及持股优势连续买卖等方式，合谋操纵特力A、得利斯的股票价格，反向卖出获利。 其中操纵特力A股票价格获利约1 .5亿元。 最终证监会没收中鑫富盈违法所得1 .47亿元，并罚款4 .4亿元。

苏州金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被批捕。 据悉，金联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为吕尚简，而吕尚简控制的新三板公司金瑞科技曾于 2017年12月15日发布公告称，董事长吕尚简带走公司流动资金520万元，还悄悄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份质押，贷款1000万元。 2018年1月4日，吕尚简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被苏州市公安机关批捕归案。

上海大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于 2016年4月陷兑付危机后，人去楼空。 上海龙德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人则在“躲猫猫” 。 龙德基金曾参与“德舜投资—上海宝山宝松广场专项基金计划” ，总规模达 1 .5亿元，资金用于上海宝山宝松广场项目的开发。 2015年 2月，部分投资人一年投资期限到时，本金和利息却并未如期到账。 同年7月，宝松广场项目融资方公司负责人则因涉嫌集资诈骗案被经侦支队立案调查。 龙德基金法定代表人李金涛则在事发后，一直处于“躲猫猫 ” 状态。

投资者需警惕“套路”

记者调查发现，私募机构被曝出重大问题并非个例。 据2018年上半年各地证监局私募处罚案例数据统计，处罚共涉及至少23家机构和34条违规事项。

面对私募失联事件频发的现象，多位私募机构人士向记者分析表示，从大的宏观经济层面看，金融去杠杆 、打破刚兑、产品净值化，加剧了风险事件的集中爆发。 另外 ，这些年私募基金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 ，而私募机构参差不齐，出现了违规宣传、利益输送 、拉抬操纵股票价格、涉嫌非法集资、资金兑付逾期等行业问题。 后续随着监管趋严 ，越来越多的问题机构终将浮出水面。

针对失联私募和拟注销的失联私募机构存在的问题，多位律师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唐春林律师表示，投资者不要盲目相信预期收益的美妙宣传 ，要对投资的用途和底层资产的情况保持清醒认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最终出问题的项目，其实从一开始的资金投向、交易结构设置上就能看出端倪。 同时，投资者应多征询专业人士的意见。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左俊义建议 ，一是警惕项目夸大宣传预期收益率，比如目前1至 2年期贷款类信托平均预期收益率8 .2%，因此对高于这一水平的项目要有警觉性，一般收益率能达到 8%的项目资质已经很低了 ，所以首先不能追求过高收益率 。 二是要仔细查询私募基金领导的过往从业经历，在大型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公募子公司等有过从业经验的是重要的加分项，因为大型公司一般有完善的风控和合规要求 ，所以在大型金融机构工作过的人风控和合规意识要高一些。 三是尽量投资本省的项目。 由于私募基金起投金额较大，为了切实保证资金安全，投资人最好去项目所在地实地调研一下，或者通过朋友家人打听一下企业口碑，或者自己查询企业有没有失信记录等，而本省的项目自己获取相关信息更容易一些。

以8月8日公布的失联私募名单中的亚洲掘金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为例，该机构的实际控制人就是以高收益率吸引投资人。 记者查看天眼查数据发现，除了亚洲掘金，该私募机构的实控人刘致远还同时控制了多家其它公司，其中一家公司旗下的众筹理财平台“陨石地带” 采用的就是众筹炒股模式 ，宣称“收益超过 30％、投资者能有固定和超额收益 ” 等。 然而，6月 11日，该平台却停止提现，受害人数超过5000人，涉案金额高达 150亿元。

中债登前法律顾问、德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柯荆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给出了四点建议：一是做好应尽责任调查，比如私募基金以前是否做过有关项目，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前是不是从事金融行业。 如果基金管理人以前从事其他行业如地产之类，风险就比较大；如以前在银行、信托和大的证券公司就业，则相对靠谱。 二是委托金融专业律师仔细审查相关基金合同、贷款合同，看其法律关系是否复杂，合同中是否有陷阱 ，同时也看一下相应托管人的资信。 三是到基金业协会确认一下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产品的登记情况。 四是要求管理人披露项目的具体情况，出具其持有的证券和其他金融资产证明，以及相应的股权登记情况 ，最好去项目所在地实地考察。

“其实很多金融和法律专业人士早已司空见惯的套路，却仍然让很多投资者上当受骗，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依然值得重视。 ” 唐春林律师表示，投资者本身要加强金融和法律知识的学习，本着看不懂的事不参与的保守原则 ，就能避免很多风险的发生。 相当一部分投资者，在出问题之后仍然对所投资产品缺乏基本的认知，这种教训是深刻的。

行业将加速优胜劣汰

私募基金风险事件频发，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今年上半年 ，监管部门向各地证监局发送《关于开展 2018年私募基金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要求开展2018年私募基金专项检查，重点关注“集团化、跨辖区和兼营金融业务的私募机构、管理非标债权的私募机构、其他存在问题风险线索的私募机构” 。 比如对于第一类机构，监管要求检查抽取比例不低于1/3。

随后，部分地方证监局陆续发布企业自查通知和抽查名单，并进入现场检查阶段 。 8月1日，北京证监局组织召开2018年辖区私募基金监管工作会议，称近三年来累计开展专项检查工作已达到149家次。

业内人士指出，针对私募行业，监管部门陆续发布了相关配套管理法规，目前已基本建成了基础制度扎实、规则体系完善、底线要求明晰的自律管理体系，持续引导行业走向规范化和专业化。

在监管高压下，一批失联私募纷纷被拉入黑名单。 自2015年11月 23日发布第一批失联私募机构名单以来，协会共对外公告 23批失联机构和7批公示期满三个月且未主动联系协会的失联机构，失联私募数量已增至 482家，135家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已被注销，有10家机构已自行申请注销登记。

事实上，纵观国内外私募发展情况 ，中国的私募走过野蛮生长期之后，行业优胜劣汰才刚刚开始。

日前，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SEC）发布的《2017年四季度美国私募基金行业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四季度 ，美国注册私募基金管理人为2997家，私募基金产品 30031只，资产管理规模合计12 .54万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 85 .85万亿元。 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2018年6月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产品备案月报显示，截至2018年6月底 ，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23903家，已备案私募基金73854只，管理基金规模12 .60万亿元。

相比之下，可以看到，SEC注册的美国私募基金管理人约3000家，协会登记的中国私募基金管理人约 24000家，美国管理人的数量仅为中国的1/8，但管理体量却是中国的6 .8倍。 在私募巨头方面 ，中美对比也是相形见绌 。 业内人士表示，有关部门正在打造7+2管理体系，助力私募行业规范 、持续、稳健发展。 未来严监管还将持续，中国私募行业优胜劣汰的步伐将加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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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联私募曾问题频出

在协会披露的第二十三批拟失联私募机构

名单中， 包括北京锋创财富投资基金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亚洲掘金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

司、广东谊信投资有限公司等7家私募机构。 其

中多家失联私募机构已于近期爆雷， 实际控制

人也都已经跑路。

以亚洲掘金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为

例，该机构实际控制人刘致远“众筹炒股” 超百

亿元，因涉嫌集资诈骗已被公关部门立案侦查，

目前刘致远已跑路。事实上，6月份，该私募机构

就被曝出投资人平台提现无法到账、 网站无法

打开，随后实际控制人失联，产品清盘。

同样失联的还有深圳市前海中精国投股权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实控人。一个月前，这家私募

被曝所有私募产品出现严重兑付危机， 大批投

资人前往公司交涉，涉事资金超过18亿元。

继拟失联私募机构名单公布后，8月10日，

协会又披露了第七批即将被注销的失联私募

名单。现有22家机构达到公示期满三个月且未

主动联系协会并提供有效证明材料的注销条

件，包括昌龙运通（北京）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恒资时代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等。 协会称，将注销该22家机构私募基金管

理人登记，并将上述情形录入资本市场诚信档

案数据库。

透过这份拟被注销的失联私募名单， 记者

梳理发现，多家机构也是问题重重。

深圳市中鑫富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炒作

“妖股” 被证监会处罚。 公开资料显示，中鑫富

盈成立于2014年9月。 2015年7月10日至8月28

日，中鑫富盈控制使用账户组，集中资金及持股

优势连续买卖等方式，合谋操纵特力A、得利斯

的股票价格，反向卖出获利。 其中操纵特力A股

票价格获利约1.5亿元。 最终证监会没收中鑫富

盈违法所得1.47亿元，并罚款4.4亿元。

苏州金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被批捕。 据悉，金联资

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为吕尚简， 而吕

尚简控制的新三板公司金瑞科技曾于2017年

12月15日发布公告称， 董事长吕尚简带走公司

流动资金520万元，还悄悄将自己持有的公司股

份质押，贷款1000万元。 2018年1月4日，吕尚简

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被苏州市公安

机关批捕归案。

上海大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于2016年4

月陷兑付危机后，人去楼空。上海龙德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法人则在“躲猫猫” 。 龙德基

金曾参与“德舜投资—上海宝山宝松广场专项

基金计划” ，总规模达1.5亿元，资金用于上海宝

山宝松广场项目的开发。 2015年2月，部分投资

人一年投资期限到时， 本金和利息却并未如期

到账。 同年7月，宝松广场项目融资方公司负责

人则因涉嫌集资诈骗案被经侦支队立案调查。

龙德基金法定代表人李金涛则在事发后， 一直

处于“躲猫猫” 状态。

投资者需警惕“套路”

记者调查发现， 私募机构被曝出重大问题

并非个例。 据2018年上半年各地证监局私募处

罚案例数据统计， 处罚共涉及至少23家机构和

34条违规事项。

面对私募失联事件频发的现象， 多位私募

机构人士向记者分析表示， 从大的宏观经济层

面看，金融去杠杆、打破刚兑、产品净值化，加剧

了风险事件的集中爆发。另外，这些年私募基金

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而私募机构参差不齐，出

现了违规宣传、利益输送、拉抬操纵股票价格、

涉嫌非法集资、资金兑付逾期等行业问题。后续

随着监管趋严， 越来越多的问题机构终将浮出

水面。

针对失联私募和拟注销的失联私募机构存

在的问题，多位律师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唐春林律师表

示，投资者不要盲目相信预期收益的美妙宣传，

要对投资的用途和底层资产的情况保持清醒认

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最终出问题的项

目，其实从一开始的资金投向、交易结构设置上

就能看出端倪。同时，投资者应多征询专业人士

的意见。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左俊义建议，

一是警惕项目夸大宣传预期收益率，比如目前1

至2年期贷款类信托平均预期收益率8.2%，因此

对高于这一水平的项目要有警觉性， 一般收益

率能达到8%的项目资质已经很低了， 所以首

先不能追求过高收益率。 二是要仔细查询私募

基金领导的过往从业经历，在大型金融机构如

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公募子公司等有过从业

经验的是重要的加分项，因为大型公司一般有

完善的风控和合规要求，所以在大型金融机构

工作过的人风控和合规意识要高一些。 三是尽

量投资本省的项目。 由于私募基金起投金额较

大，为了切实保证资金安全，投资人最好去项

目所在地实地调研一下，或者通过朋友家人打

听一下企业口碑，或者自己查询企业有没有失

信记录等，而本省的项目自己获取相关信息更

容易一些。

以8月8日公布的失联私募名单中的亚洲掘

金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为例，该机构的实

际控制人就是以高收益率吸引投资人。 记者查

看天眼查数据发现，除了亚洲掘金，该私募机构

的实控人刘致远还同时控制了多家其它公司，

其中一家公司旗下的众筹理财平台 “陨石地

带” 采用的就是众筹炒股模式，宣称“收益超过

30％、投资者能有固定和超额收益” 等。 然而，6

月11日， 该平台却停止提现， 受害人数超过

5000人，涉案金额高达150亿元。

中债登前法律顾问、 德浩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柯荆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给出了四点建

议：一是做好应尽责任调查，比如私募基金以前

是否做过有关项目， 私募基金管理人以前是不

是从事金融行业。 如果基金管理人以前从事其

他行业如地产之类，风险就比较大；如以前在银

行、信托和大的证券公司就业，则相对靠谱。 二

是委托金融专业律师仔细审查相关基金合同、

贷款合同，看其法律关系是否复杂，合同中是否

有陷阱，同时也看一下相应托管人的资信。三是

到基金业协会确认一下基金管理人和基金产品

的登记情况。 四是要求管理人披露项目的具体

情况，出具其持有的证券和其他金融资产证明，

以及相应的股权登记情况， 最好去项目所在地

实地考察。

“其实很多金融和法律专业人士早已司空

见惯的套路，却仍然让很多投资者上当受骗，信

息不对称的问题依然值得重视。 ” 唐春林律师

表示， 投资者本身要加强金融和法律知识的学

习，本着看不懂的事不参与的保守原则，就能避

免很多风险的发生。相当一部分投资者，在出问

题之后仍然对所投资产品缺乏基本的认知，这

种教训是深刻的。

行业将加速优胜劣汰

私募基金风险事件频发， 已引起有关部门

的高度重视。今年上半年，监管部门向各地证监

局发送《关于开展2018年私募基金专项检查工

作的通知》， 要求开展2018年私募基金专项检

查，重点关注“集团化、跨辖区和兼营金融业务

的私募机构、管理非标债权的私募机构、其他存

在问题风险线索的私募机构” 。 比如对于第一

类机构，监管要求检查抽取比例不低于1/3。

随后， 部分地方证监局陆续发布企业自查

通知和抽查名单， 并进入现场检查阶段。 8月1

日， 北京证监局组织召开2018年辖区私募基金

监管工作会议， 称近三年来累计开展专项检查

工作已达到149家次。

业内人士指出，针对私募行业，监管部门陆

续发布了相关配套管理法规， 目前已基本建成

了基础制度扎实、规则体系完善、底线要求明晰

的自律管理体系， 持续引导行业走向规范化和

专业化。

在监管高压下， 一批失联私募纷纷被拉入

黑名单。 自2015年11月23日发布第一批失联私

募机构名单以来， 协会共对外公告23批失联机

构和7批公示期满三个月且未主动联系协会的

失联机构， 失联私募数量已增至482家，135家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已被注销， 有10家机构已

自行申请注销登记。

事实上，纵观国内外私募发展情况，中国的

私募走过野蛮生长期之后， 行业优胜劣汰才刚

刚开始。

日前，美国证券交易监督委员会（SEC）发

布的《2017年四季度美国私募基金行业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2017年四季度，美国注册私募基

金管理人为2997家，私募基金产品30031只，资

产管理规模合计12.54万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

约85.85万亿元。 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

布的2018年6月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及产品备

案月报显示，截至2018年6月底，协会已登记私

募基金管理人23903家，已备案私募基金73854

只，管理基金规模12.60万亿元。

相比之下， 可以看到，SEC注册的美国私

募基金管理人约3000家，协会登记的中国私募

基金管理人约24000家， 美国管理人的数量仅

为中国的1/8， 但管理体量却是中国的6.8倍。

在私募巨头方面，中美对比也是相形见绌。 业

内人士表示，有关部门正在打造7+2管理体系，

助力私募行业规范、持续、稳健发展。 未来严监

管还将持续，中国私募行业优胜劣汰的步伐将

加速推进。

失联私募问题频出 投资者须谨防“套路”

□本报记者 许晓 叶斯琦

8月8日， 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

披露了第二十三批共7家拟失联

私募机构名单，以及第七批即将

被注销的22家失联私募名单。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发现，

上述部分失联私募机构曾在近

期爆雷，有的私募机构被通报涉

嫌集资诈骗并已被立案调查，有

私募机构实际控制人在事发后

玩起“躲猫猫” 甚至直接跑路。

业内人士表示， 对于投资者而

言， 避免踩雷需从根本上提高

自身鉴别能力， 切实保证资金

安全， 尽量去项目所在地进行

实地调研。 对于行业而言，在政

府部门强监管的大背景下，中

国私募基金行业的优胜劣汰才

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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