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路捡钱？
○别听一些理财广告乱忽悠

○当心“馅饼”里包着“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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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也能赚钱”的理财

“丑的人还在睡觉，美的人已经跑出一杯星巴克
了。”2016年的一天，一个女孩晒出的朋友圈截图引起
了在上海工作的罗先生注意。截图显示，女孩运动步数
为12433步，燃烧了311大卡热量，账户金额是11万余
元，当日收益为32.66元。

罗先生仔细一看，原来这是一款运动理财的App。
App页面上的宣传语是“走路也能赚钱”，并列出每日步
数可以对应不同的收益率，而且承诺保本付息，可随时
提现，次日到账。

也就是说，收益率由步数决定，步数越多收益越
高。只要在该理财平台内充值投资，平台便会根据投资
者手机上每天产生的运动步数，计算出相应的理财收
益。该平台承诺以年化4%的收益“保底”，最高则能达
到年化12%的收益，当微信运动步数达到1.5万步，就可
以达到最高年化收益率12%的收益，且随存随取。

“1.5万步完全没难度啊，而且12%的年化收益率确
实很高。”罗先生抱着试试的心态下载了这款运动理财
软件，发现果然能顺利收益并提现。

这款软件叫“米米”，于2015年7月正式上线。公
司为了推广产品，不仅积极在网上进行推广，公司内部
还发文，让每个员工都体验一下，然后通过员工“口口相
传”的方式进一步打开市场。此外，公司老板特意叮嘱
员工要多发朋友圈，邀请亲朋好友一同使用这款软件。

这款理财的起投点只有100元，员工们或多或少都
投了些钱进去，很快都尝到了“燃烧卡路里”的甜头。对
于长期坐办公室缺乏运动的白领们来说，趁午休、下班
的时候走走路、遛遛弯，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提高运动
步数从而获得理财收益，可谓一举两得。

为了尽可能达到1.5万步的运动步数，争取年化
12%的最高收益，有的员工还使用了刷运动步数的“外
挂神器”，足不出户便可实现步数过万，高居运动排名

“榜首”。
员工们为了推广这款软件，不仅积极在朋友圈发布

相关的图片内容，介绍其产品功能及收益、下载App的
路径等，还在线下不断地向朋友、家人推广。

为了吸引更多的用户，公司还开展了“赠送体验金”
活动。新用户注册使用后，公司会在该账户内赠送1万
元的体验金，这部分资金的收益，新用户是可以提现的，
但体验金是拿不出来的。

理财收益靠放贷维持

从2016年开始，罗先生就在米米App上陆续投入
了25万余元，其间确实有过收益。直到2021年6月，该
平台出现无法正常提款的情况。同年7月，罗先生报
警，此时他的账户里还有22万元无法兑付。

石先生也是如此，2016年5月，他经朋友介绍下载
了这款软件。从2016年5月起，他曾多次在该软件内
投资及提现，他的资金是分两个账号投资的，一个是用
他自己的手机号注册，另一个是用女儿的手机号注册。
石先生获得的利息大概是17万元左右，扣除已获利息，
现仍未兑付的本金还有117万元。

发现无法提现的投资人纷纷开始报案。公安机关
接到报案后，迅速立案侦查，但此时该理财平台的运营
主体达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齐文亮已消失。经查，该平
台投资者有4万余人，平台非法集资金额19亿余元。

“一个仅靠走路就能达到4%至12%收益的理财平
台，它靠什么盈利？它能不能兑付？”这让承办该案的检
察官俞琳十分疑惑。

自2014年起，齐文亮先后成立达米公司以及多家
关联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或实际控制人。达米公司主

营业务是做助贷，其盈利模式是协助资金方放贷给有需
求的客户，同时向资金方收取一定比例的费用。其资金
主要来源于持牌机构，以及公司融资款。

2015年，未经国家有关主管机关批准，达米公司开
发并运营了一款手机理财平台，打出“走路也能赚钱”的
广告，宣称根据投资人的每日行走步数，可以赚得年化
4%至12%的收益。该理财平台正式运营后，很快吸引
了一大批投资者。

但事实上，达米公司并不具有向公众募集资金的资质。
“投资者们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这个通过

走路就能返还利息的理财平台，背后的盈利模式是什
么？”检察官表示，“达米公司没有实际的投资项目，仅仅
靠走路，怎么可能达到4%至12%的收益？”

达米公司到底靠什么业务来兑付如此高额的本息
呢？答案是放贷。“达米公司将从外部募集到的资金，转
移到关联公司开发的放贷平台，以较高利率发放贷款给
借款人，从中赚取利差。”案发后，达米公司的员工均证
实，这就是平台的运营模式。

事实证明，这样的运营模式不可能长久。从2016年
10月开始，达米公司开始连年亏损，逐渐无力兑付高额本
息。但齐文亮及达米公司仍夸大盈利能力及资金安全
性，通过“借新还旧”等方式募集资金，募集的资金主要用
于对外放贷、兑付集资参与人本息、公司日常开支等。

将非法资产“洗白”成合法资金

“本案还有一个特殊之处，那就是合法资金与非法
资金的‘混用’。”检察官介绍，为了逃避监管，掩饰、隐瞒
非法资金来源和性质，齐文亮将资金募集端与放贷端进
行了剥离，由关联公司又又公司另行注册成立金海商业

保理公司对外进行放贷。
据调查，放贷资金主要来源于金融机构的投资、三

轮融资所得的资金以及通过米米理财软件平台非法募
集的资金。这就为齐文亮掩盖非法资金来源和性质创
造了条件，同时衍生出了另一种犯罪行为——自洗钱。

所谓“自洗钱”，是指行为人在实施上游犯罪之后，对违
法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自行“清洗”以使之合法化的行为。

齐文亮和达米公司将非法所募资金与来自金融机
构、公司自有资金等合法资金相混同，将部分非法资金
以“自有资金”名义划转至上述保理公司，通过自家运营
的放贷平台发放贷款获取收益，企图用这种方式掩饰非
法资金来源及性质，将非法资产“变为”合法资金，涉嫌
洗钱金额630万余元。

检察官介绍，齐文亮这样的做法，从形式上剥离了
吸资端（理财软件）与放贷端（放贷平台），更具有隐蔽
性，使得公司在形式上更接近“合法经营”。

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金融方式”，在齐文亮看来虽
有风险，但值得一试。在创立公司初期，也曾经历估值的
高光时刻，完成数轮融资，其背后有不少大型投资公司。

金融才子编织理财骗局

“80后”齐文亮毕业于某知名大学，是上海金融圈
的青年才俊，拥有多年金融行业从业经验。

公司成立以来，前几年盈利基本平衡，但2016年国
家政策趋紧之后，资本圈的资金基本不流入互联网金融
行业，公司开始连年亏损。此时的齐文亮还在不停开拓
业务线，想通过补充业务现金流来弥补高速的现金流出。

“一方面靠融资，一方面控制运营成本。”齐文亮在
供述中说，但是经过三四年的努力，也没能实现扭亏为
盈。主要是业务缩水、坏账率增加，又无法裁员以控制
成本。

从2017年开始，公司的资金缺口每年都在加大，从
5000万元到1亿元的缺口。坏账率也在提高，坏账率一
度达到11％，整个公司资金运转失控。

公司出事前两周，齐文亮曾向部分中高层员工借
钱：“我扛不住了，我向大家借一笔钱帮公司渡过难关。”
但是没有人理会他，资金链彻底断裂。

尽管齐文亮想尽办法，但从2021年年中开始，理财
投资平台已无法兑付集资人本息，达米公司无力回天。
2021年7月，齐文亮畏罪潜逃。

2022年3月2日，齐文亮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
2022年8月，该案移送至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审查

起诉。检察院审查认为，自2015年7月起，达米公司未
经国家有关主管机关批准，开发并运营米米理财手机软
件，通过发朋友圈、口口相传等方式公开宣传，按照投资
人每日行走步数，承诺4%至12%不等的浮动年化收益
率，向不特定公众非法募集资金。2016年10月后，齐文
亮明知达米公司连续亏损无力兑付高额本息，仍夸大盈
利能力及资金安全性，通过“借新还旧”等方式募集资
金，资金主要用于对外放贷、付集资参与人本息、维持公
司经营等。

经审计，非法集资金额达19亿余元，未兑付金额为
4100万余元，涉嫌集资诈骗罪。

自2015年7月起，达米公司为掩饰上述非法募集
的资金来源和性质，通过实际控制又又公司等关联公司
资金账户，将非法募集资金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自
融资金相混同，并将部分资金以“自有资金”名义划转至
又又公司等关联公司后，通过平台发放贷款获取收益，
涉嫌洗钱罪，金额达630万余元。

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齐文亮作为达米公司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应当以非吸、洗钱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今年1月，经浦东新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浦东新区
法院以集资诈骗罪、洗钱罪判处达米公司罚金200万
元；以集资诈骗罪、洗钱罪判处被告人齐文亮有期徒刑
九年，并处罚金90万元。 据京报网

“卡路里，卡路里，燃烧我的卡
路里！”在电影《西虹市首富》里，为
了在一个月内花完10亿元，男主角
王多鱼想了一个妙招：所有人，每减
轻1公斤体重，便能赚1000元。于
是伴随着魔性的“燃烧我的卡路里”
口号，整个西虹市的人都开始减肥。

当电影情节照进现实，“燃烧我
的卡路里”真能赚钱吗？在互联网
金融高速发展的今天，还真有一款
号称能通过运动来赚钱的App。市
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遇上“好
事”先冷静，不被诱惑做决定，“馅
饼”里往往包着“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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