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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重庆围绕防范化解金融领

域重大风险攻坚战，打造“全

方位、立体化、智能化”的非法集资风

险防控体系，推进非法集资风险专项治

理。辖区打非工作全国综治考核由2015

年第13名上升到2017年第1名，新发案

件数量、规模由全国前10位下降到2018

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新发案件数量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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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四年同比下降。联动执法、行政处

置、广告清理、量化考评等四项创新工

作得到上级部门肯定并推广。创新做法

为防范化解非法集资风险带来启示。

搭建多部门联动的打非联动机制

“重庆在全国较早建立并三次调整

完善市区（县）两级打非领导小组。”

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金融稳定处

负责人说，刚开始时参与部门只有17

个，后来成员单位增至22家，组织领导

得到强化。

重庆市陆续出台了指导性政策和配

套文件，推动了打非工作与金融联席会

议、“3+N”专项治理、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攻坚战等全市重点工作有机结合。

同时，每年定期组织开展宣传教育、风

险排查、广告清理、积案化解和信访治

理等“五大专项行动”，使全市防范打

击非法集资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多数涉及商

业实体、金融证券、民间借贷等多个领

域，需要部门协同治理。为此，重庆搭

建了联动协调处置工作机制，统一案件

查处法律适用标准，有效提升了案件处

置效率。以信访稳控和舆情导控工作机

制为例，协调信访、公安和网信等部门

发挥各自优势，联合处置风险。

非法集资防控治理中，基层部门力

量是关键环节。重庆将打非工作纳入了

区县社会经济发展实绩考核和市级党政

机关目标管理绩效考核，工作不到位被

扣分，使区县自觉行动起来。考评时，

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还引入第三

方机构对各区县打非工作进行民意评

估。

非法集资案例中，不少投资者存在

追逐高利、从众和侥幸心理，受害者不

相信自己是“击鼓传花”的最后一环。

为加大宣传力度，重庆在每年五月份全

国集中宣传月活动期间，组织部门在广

场、公园、社区等公共场所集中宣传，

接受群众咨询。基层宣讲队开展“五进

活动”，提高群众风险防范意识，“重

庆金融安全卫士”微信公众号也成为重

要宣传阵地。

2018年1月至11月，重庆全市新立

非法集资案件80起，同比下降9.1%，

连续36个月保持新发案件数量同比下

降，18个区县实现“零发案”。

打造线上智能化线下常态化风控体

系

移动互联网时代，非法集资与技术

结合，使得其危害更广、传播更快。重

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意识到，打非

要借助新手段。近年来，非法集资监测

预警平台、信息共享平台、举报奖励平

台和“指尖打非”平台相继建立，当地

线上智能化线下常态化的风控体系基本

形成。

“针对重庆私募、网贷、投资咨

询、融资担保等重点行业，分别建预警

模型，通过对舆情负面信息、工商处

罚信息、法院涉诉信息等数据的监测分

析，大数据实时处理运算，预警排查非

法集资风险。”上述重庆市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金融稳定处负责人说。

自上线以来，平台实时动态监测企

业89万余家，纳入重点监管名单企业

470余家，移送重点风险线索183条，其

中行政处置化解144条，立案10起，有

力推动了全市范围内的风险排查、预警

和案件处置工作。

“重庆打非在预防方面强调基层作

用，依托城乡网格化管理机制，拉网排

查确保不留死角。”重庆市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局长阮路表示。为此，相关部

门将打非工作纳入全市17万基层网格

员的日常工作范围，实现线下排查基

层化、常态化。重庆江北、渝北、璧山

等10余个区县互相通报跨区域涉非线

索100余条，实现“一地预警，全市响

应”。

推进非法集资陈案加快处置化解

为推进非法集资陈案处置，重庆制

定了市区（县）两级陈案处置三年攻坚

方案，创建重庆全市陈案一览表和陈案

处置攻坚行动“全流程”管理台账，采

取“领导包案”、挂图作战、打表推进

方式，推动陈案处置取得突破。

2018年1月至11月底，全市累计化

解陈案117件，司法程序完结206件，化

解率、司法程序完结率均超额完成年度

任务。

重庆市打非办还在重大时间节点，

将专项行动关口前置。“跨区和跨省的

积案整治、结案和清退周期比较长，而

受害群体希望快速清退，期望值高。我

们成立多部门沟通小组，提前接访，做

解释沟通工作，这些为化解信访矛盾带

来实实在在的效果。”重庆市地方金融

监督管理局金融稳定处负责人说。

自2015年起，当地连续四年开展

“3+N”信访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推动

信访矛盾源头化解。2018年，非法集资

问题到市信访批次占比由2015年的55%

下降到2018年的18%。

近年来，重庆市非法集资案件多发

频发势头得到遏制，陈案积案处置取

得明显进展，但非法集资还在向新的行

业、领域蔓延，并以新概念为噱头，不

断翻新手段，呈现出隐蔽化、多样化、

跨省跨区域趋势。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打非”工作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主要有：一是以互联

网为主要渠道、以“新概念、新技术、

新理论”为噱头、以跨地域、跨行业为

主要方式的非法集资活动频繁出现，其

风险定性、行政处置缺少必要的法律依

据，识别、管控困难。二是现有存量案

件涉案规模大、人数多，特别是跨省大

案处置慢、清退少，极易引发群体性事

件及连锁反应，信访维稳压力较大。

基层干部建议，首先为地方查处非

法金融活动提供政策依据和执法授权，

比如推动《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尽快出

台、《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

动取缔办法》尽快完成修订。其次，由

上级部门牵头推动建立跨省风险线索协

调处置工作机制，使牵头省市限期核查

处置外地移送线索，并积极协调风险处

置化解工作。另外，建设全国统一的非

法集资监测预警平台，统一现有数据接

口标准，使各省市的信息高效交换。

>> 作者马兵系中国经济信息社经济分

析师；王松涛系本刊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