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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鬼”密集现身基金行业
来历不明二维码谨慎扫描

近日，中信建投基金公告显示，“李鬼”
假冒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App）、百度、微信、微博等渠道进行非法宣
传推介，骗取投资者资金和信息。从中信建
投基金的澄清中可以看到，“李鬼”通过

“FY”“工作”等手机应用程序提供“做单、做
任务返佣”等活动或服务，要求投资者将资
金划入任何私人账户或向投资者索取任何
账户密码，是“李鬼”所使用的作案手法。

中信建投基金相关人士表示，在发布
澄清公告的同时，公司已经联系投资者尽
快报警。后续公司也将对该情况持续关
注、追踪，如果后期找到相应的诈骗人员或
组织，公司将根据情况采取进一步措施。
中信建投基金提醒投资者，该公司暂无官
方手机应用程序，也从未有过“做单”等相
关程序，投资者应妥善保管个人信息，提高
警惕辨别真伪，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如有
资金损失应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就在同一天，富国基金和华润元大基
金也发布了防诈骗公告。富国基金称，称
近期发现有不法分子冒用富国基金官方
App“富钱包”名义，通过短信形式向本公
司直销及部分代销客户发送诈骗信息，邀
请客户通过加入QQ群的形式进行非法资
金诈骗。富国基金强调，公司目前主要通
过App、微信公众号和客服热线这些官方
渠道向客户提供资讯信息，公司暂无官方
QQ群。

华润元大基金在发布的公告中称，敬
请广大投资者不要点击来源不明的链接下
载App或扫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图片，投
资理财应通过正规渠道进行，选择正规可
靠的金融机构，远离网上钱庄等非法金融
机构，谨防受骗。

大摇大摆去上市公司调研
诈骗产业链渗透基金行业

近年来，随着公募基金的持续扩容，
“李鬼”们盯上了基金行业，电信互联网诈
骗产业链逐步渗透基金行业。经梳理基金
公司公告发现，今年以来，已经有近10家
基金公司公告遭遇了相关诈骗或者发布了
相关的防诈骗提示。

除前述提到的基金公司之外，长城基
金称，不法分子冒用“长城基金”的名义以
提供投资理财服务为名招揽客户，骗取投
资者资金。

融通基金表示，不法分子冒用“融通基
金”名义，利用诱导投资者登录虚假网站进
行充值、转账等方式进行诈骗等非法活动。

信达澳亚基金表示，不法分子通过新
浪微博等平台发布客服热线、人工热线、售
后热线等虚假服务电话，进行非法证券活
动的情况。

融通基金表示，不法分子冒用“融通基
金”名义，利用诱导投资者登录虚假网站进
行充值、转账等方式进行诈骗等非法活动。

去年12月19日，鹏扬基金发布公告
称，发现一名自称靳筱的不法分子以“鹏扬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研究部工作人员”的
身份，多次在上市公司开展调研等活动，大
摇大摆接受上市公司的接待，并企图以此行
骗牟利。鹏扬基金表示，该公司并无名为靳
筱的员工，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委托此名为靳
筱的人开展任何调研活动及其他相关业务。

3月4日，投资者李想（化名）表示，他在
两个月前亲身经历了一场打着基金投资幌
子的诈骗行为。一位网上认识的朋友拉他
进了一个微信群，一位自称投资回报超强的
基金经理天天给大家免费讲课，每天都激情
澎湃，仿佛赚钱就是探囊取物的事。一个月
之后，这个“基金经理”让每个进群的学员转
5万元到某个账户，由这位基金经理代为操
盘。“我当时差一点转钱了，后来问了一位做
法律工作的朋友，被她制止了，否则就上当
了。”由于没有转账给这位“基金经理”提供
的账户，李想很快就被踢出了群聊。

有业内人士总结出诈骗产业链渗透基
金行业的几种类型：一是设立仿冒网站或
者 App，盗用公司标识，诱导投资者下
载。二是冒充公司员工（主要为基金经
理），建立微信群或QQ群聊，非法授课荐
股，继而骗取信任，诱导转账或充值。三是
诈骗分子通过淘宝店铺/中奖短信客服，声
称可以提供兼职机会，要求客户下载某
App，提供伪造的联合投资协议，忽悠客
户跟着“导师”的投资规划投注。四是不法
分子向投资者提供伪造的金融监管机构公
文，伪造的公文上面写了××公司为其清
退部分出借人的债权，冒用基金公司的名
义，欺骗投资者打款。

基民，小心“李鬼”
诈骗产业链渗透基金行业

今年年初，由知名演员
刘亦菲、李现主演的现实主
义题材电视剧《去有风的地
方》一度火爆，剧中夏夏因
贪图高额回报，被不法分子
仿冒的基金公司骗取了多
达3万元的“老婆本”，被迫
流落街头。夏夏后来瞒着
家人跑去报案，却被告知被
诈骗的钱财或难以追回。
戏剧源于生活，如今夏夏的
经历正在一些基民、投资者
身上上演。

“防不胜防，这些诈骗
团伙不仅熟悉基金公司，还
熟悉互联网，纯真一点的基
民很容易就上当了。”北京一
名基金经理表示。近来，公
募基金“李鬼”频现，有的通
过微信等渠道诱导投资者
下载仿冒App认购配售，实
则诈骗；有的冒充基金经理
向投资者荐股；更有甚者，
大摇大摆走进上市公司，给
高管讲课，最终实施诈骗目
的。近一个月，多家基金公
司发布风险提示公告，提醒
投资者通过官方渠道查询信
息并进行投资，如遇诈骗行
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

今年1月份，某私募基金董事长兼总
经理钮某自述近期经历取保候审，向公司
借款支付巨额保释金的“声明书”在网上
流传，引发基金行业内外的密切关注。声
明中钮某自述，突然被警方告知与某一高
度机密级重大案件相关联，虽然已缴纳
1000万元的保证金，后续仍要缴纳300
多万港元的“手续费”。钮某因无力负担
转而寻求公司帮助。

网传“声明书”详细揭示了钮某转款
缴纳千万元保证金的来龙去脉。据钮某
讲述，其在2022年11月7日接到自称中
国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湾仔防控中心职
员“方小姐”的电话。“方小姐”表示，钮某
名下的某内地手机号登记的香港安心出
行软件显示其在2022年11月6日下午
有（新冠）密接记录，要求他与卫生署联
系。钮某表示，此手机号非本人所有，其
怀疑自己身份信息外泄，并且被不法分子
盗用，于是要求报案。于是“方小姐”主动
帮钮某联系了“上海公安局浦东分局李警
官”。该名警官启动线上办案程序并向钮
某出示“报案回执”。

“李警官”在核实钮某的身份后，告知
他可能与警方正在承办的某一高度机密
级重大案件相关联，需要立即请示上级。
随后这起“案件”又到了另一办案人员浦
东分局刑侦队“顾队长”的手里。钮某称，

“顾队长”在WhatsApp上向他出示了案
件资料，并指示他回到住所，开启网上监

控，还要求不要将案件信息告知任何人。
继而出现了自称“专案检察长高明”“上海
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厅张海平大法官”等
人。钮某称，在其引导下，为了证明自己清
白，同时减少对公司业务和声誉产生影响，
其申请取保候审，金额为1000万人民币，
并已打到了香港廉政公署的“指定账户”。
半个月后，“高检察长”通过WhatsApp通
知钮某取保候审申请通过，称他与此案无
关联，并表示，千万元保释金可以归还。但
一位自称“检察院金融局梁浩军主任”的人
告诉钮某，由于国家最新的反洗钱规定要6
个月才能返还。“梁主任”又表示有个快速
返还的办法，即缴纳30%的抵押保证金，就
能在2-48小时内完成程序、迅速退还此前
的全部保证金。钮某最后在“声明书”中表
示，自己无力支付这笔钱，恳请公司紧急短
暂借款300万元港币，以尽快脱离困境。

事后，据媒体调查发现，“上海公安局
浦东分局李警官”“专案检察长高明”“上
海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厅张海平大法官”

“高检察长”“检察院金融局梁浩军主任”
等均为诈骗分子虚构。当事人在数千字
的自述长文中，竟并未对公安、司法机关
办案中出现的多处不符合正常程序的行
为提出质疑。事后，为证实网传文件的真
实性，有媒体联系到该私募基金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相关人士询问钮某是否遭遇
了电信诈骗，但该公司对文件真实性不予
评论，也未否认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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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诈骗行为，多家基金公司均提醒
投资者选择公司直销渠道或者公司官网
公示的具有基金销售资格的基金销售机
构购买相关基金产品；同时提高警惕，注
意辨别真伪，不轻信不法商业行为和虚假
信息，防止泄露个人信息或上当受骗，切
实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专家建议，线上基
金销售方式对于投资者而言，比较难以进
行分辨的是第三方代销机构，为了防止基
金诈骗，建议投资者通过基金公司、证券
公司、商业银行的官网进行基金投资。如
果投资者自身分辨能力较为薄弱，建议选
择基金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的营业
网点进行线下购买。

针对诈骗分子对基金行业的渗透，前海
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一些骗
子假借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的名义行骗，导
致部分投资者上当并造成了财务损失。这

类现象屡禁不止背后可能是因为不法分子
行骗的成本较低。另外，由于互联网作案的
隐蔽性较强且比较方便，基金公司在打击这
类不法分子方面也是防不胜防。“李鬼”现象
对基金公司的声誉和投资者利益，都会造成
重大损害，需要市场多方提高警惕，并给予
严厉打击。基金公司应在日常的业务运营
中，加大检查力度，做好舆情监控，及时发现
问题并及时公开通报。

京师律师事务所雷国亚律师表示，近
期一些同事也接到这方面的案子。这些
不法分子诈骗手段非常精密繁杂，一旦受
骗，要追回的难度很大。不要点击来源不
明的链接下载App或扫描来源不明的二
维码图片，投资理财应通过正规渠道进
行。投资者经常面对不明来历的电话骚
扰，建议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提升反诈
能力。 据北京青年报

骗术大揭秘：冒充公检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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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反诈App 提升反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