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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隐秘的“围标江湖”
“蝗虫式”围标，一次得手能搂钱上千万

本报记者赖星

“他们像蝗虫一样串联起 80 多家公司‘围
标’，中标后把项目卖了 1400 万元，回报超过 6

倍。”办案人员的桌上堆放着数沓厚厚的案情材
料，勾勒出一个隐秘的围标江湖。

自去年以来，全国多地警方出手打击串通投
标犯罪，成效明显。有的地市半年间便侦破案件
100 余起，项目标的金额超过 66 亿元。

“围标”，一个略显晦涩的词语，看似与民众风
马牛不相及，但你我身边有些金额动辄以亿计算
的房建、道路等项目，正是围标团伙角逐的猎物。
农民工欠薪、“豆腐渣”工程等一系列问题，也可能
与“围标”有关。金钱之上，还滋生了一批职业串标
人，他们堪比这个领域的“职业杀手”，制造了一个
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故事，正如业内俗语所言“围标
累死自己、饿死同行、坑死百姓”。

“蝗虫式”围标如聚众火拼

“围标”又称串通投标，即招标人

与投标人串通或是投标人之间串通，

排挤对手从而使自己中标的行为

关于“围标”，很难在字典上找到一个通俗易
懂的解释。通常来说，“围标”又称串通投标，即招
标人与投标人串通或是投标人之间串通，排挤对
手从而使自己中标的行为。“围标”通常是团伙作
案，如聚众火拼，动静大的一方能组织近百家企
业“垄断”项目投标，小的也能拉来十余家企业撑
撑场面。他们分工明确，比如有专人代缴投标保
证金、为投标制作标书、为他人到场投标等。

为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地区会
对辖区主要道路进行改造升级，这些工程便成为
一些围标团伙觊觎的目标。

2016 年，彭有平盯上了中部某县一条省道改
建工程，其中一个标段的工程预算为 4900 余万

元。为把这块蛋糕收入囊中，他找到围标界颇有名
气的邹强帮忙“围标”，并承诺支付高额酬金。

彭有平没有想到，自己很快为食言付出了代价。
邹强的主要工作是尽可能多地笼络符合招标

条件的企业加入自己的团伙，从而排挤竞争对手。
“现场来开标的企业有 40 多家，还有一部分企业
没到场但收取了邹强等人的好处费后放弃投标。”
办案人员介绍，能来现场的公司可分得好处费约
5 万元，不来参与投标的公司也可以分到 3 万元。
经过运作，彭有平等人成功中标。然而，他并没有
完全兑现向邹强等人许诺的酬金，由此遭到举报，
并在当地打击串通投标违法犯罪的行动中落网。

在全国各地警方破获的众多串通投标案中，像
这样成群结队“蝗虫式”围标的不在少数。“这些团伙
长年盘踞在一地，掌控了诸多有资质企业的资源，与
众多工程建设领域的公司结成了盘根错节的关系，
只要有利可图，就群起攻之。”办案人员邓增华介绍。

串标人：围标界的职业杀手

团伙“围标”成功后会将中标项

目按标的额的 4% 至 15% 的价格卖

出，有的串标人花费 200 万元运作

“围标”，获利 1400 万元

有江湖，自然有派系。一些地区常常聚集着数
个“围标”团伙，他们各占其地，各有势力范围，凭
借强大的资金实力、组织有资质的公司等能力，对
当地公开招标的项目进行围猎。

主要的团伙间由于深知对方实力，一般不会
产生正面冲突。彼此行事又各有特色，例如有的团
伙手段暴力，常常对竞争对手施以威胁、恐吓；有
的团伙则精于算计，手段隐蔽，显得较为“文明”。

这些团伙成员被警方称为“职业串标人”。他
们是近年来新出现的违法群体，自身不经营公司、
不具备投标方资格，却能在幕后操控其他企业，往

往通过挂靠或借用资质的方式参与招投标，以第
三方的身份成为投标者相互串通的纽带。

他们犹如这个隐秘江湖的职业杀手，过人之处
在于，能第一时间嗅到猎物的气味，并迅速组织围
猎。2016年 7月 23日，中部某地一返迁安置房工程
在网上公布招标，工程标的金额高达 2 . 5 亿元。得
此消息，以钟金亮、刘大勇等人为首的团伙闻讯而
动，立即着手联系多家符合条件的公司报名投标。
其中，钟金亮联络控制了 10家公司，刘大勇联络控
制了 19家公司，朱有权联络控制了 12家公司，共有
41家建筑企业参与此次围串标。他们向每家公司支
付了 2 万元至 8 万元不等的“委托费”，要求这些公
司派人参加投标，中标后再将工程交还自己处理。

旁观者难免心生困惑，是多大的利益在驱动
着这一切？根据业内“行情”，团伙“围标”成功后
会将中标项目按标的额的 4% 至 15% 的价格卖
出，有的串标人花费 200 万元运作“围标”，获利
1400 万元，回报超过 600%。在部分地区，招投标
市场甚至形成了一种垄断。一些团伙通过串联的
方式排挤合法守信的企业，饿死同行，不与之同
流合污的公司很难中标。

一个以“资质”为武器的角斗场

一些有施工资质的企业发展到

一定阶段，不再承揽具体工程，而是

出卖“资质”供他人投标。这种出借

“资质”的行为，业内称为开“介绍信”

有时，招标现场更像是角斗场。“资质”既是入
场券，也是用于厮杀的武器。“谁掌握的资质多，谁
就在‘围标’中占据优势。”杨先光是安徽一家建筑
公司在江西市场的代理人，他深谙江湖潜规则。

通常，每个工程建设项目的招标文件都会对
投标人的资格作出相关规定，若想投标，企业必须
具备规定的资格条件。有的人看到其中的商机，便

专门做起了向围标人供应“资质”的生意。
一些具有施工资质的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

便不再去承揽具体的工程，而是出卖“资质”供他
人投标。这些企业出借“资质”的行为，业内称为
开“介绍信”。工程标的金额大小以及对施工企业
“资质”要求的高低决定了“介绍信”费用的高低。

根据近几年的“行规”，亿元以下的项目“介绍
信”费用为 2万元至 3万元，亿元以上的项目为 3
万元至 10万元。“有的项目对施工企业的业绩和施
工资质要求很高，介绍费也会相应高出许多，我们
知道价格最高的可达 60万元。”办案人员程华说。

“单独去投标就像买彩票，常常有亏无
赢。”杨先光曾在中部某地投标四次但都铩羽
而归。据他测算，每次到外地投标，其中人员
差旅费用就需两三万元，此外还需缴纳高额
的投标保证金。在经历数次投标失败后，他转
而向他人出卖资质。

与其站着投标亏钱，不如躺着出卖资质赚
钱，是许多外地企业的通行做法。“总公司会以
承包制的方式在一些地市开设分公司或办事
处，你只要向他们缴纳数十万至百万元不等的
承包金，就可以代理相关业务做起出借资质的
生意。”邓增华说。

代理人和职业串标人逐渐形成依赖共生关
系。串标人日常的“主业”就是和代理人打交道，
请他们吃饭、娱乐。“对他们而言，有标要围的时
候我们能为他所用；对我们而言，这样赚钱来得
容易。”杨先光说。

盘剥下游利润催生豆腐渣工程

“许多工程项目都是当地政
府的重点工程，有的即使发现了
中标企业有转包或违法分包行
为，但碍于项目推进进度，相关部
门也不敢制止和处罚”

“围标组织者是扰乱招投标市场的源
头，串通投标直接造成了转包和非法分包。
经过一系列围标操作，下游施工方的利润被
层层剥削。”中部某地市交通运输局高级工
程师闵斌介绍说。

围标团伙攫取了本属于承建单位或者中标
企业的利润，承建单位或者中标企业想要获利
就必须压缩成本，这也催生了许多豆腐渣工程
和不合格产品。

例如，2012 年 4 月，济广高速一路段改造
工程现场曾发生一起坍塌事故，导致 6 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 486 . 9 万元。经查，工程的施工
方无任何建造资质，作业人员竟无一人具有行
业从业技术资格证，甚至从包工头到建造师等
多人，均为仅仅懂得雕刻技艺的画工。

调查发现，这起事故与施工单位资质不合
格、监理单位缺位有直接关系。由于相关制度不
健全，受不法利益驱使，一些施工、监理单位往
往采取转包、挂靠等形式进入市场。

此外，极低的犯罪成本更让职业串标人有
恃无恐，不少嫌疑人都是“惯犯”。我国刑法规
定，串通投标罪的最高刑期为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嫌疑人侥幸完成一起较大工程的串通投
标，其获利通常高达千万元，三年有期徒刑并不
足以对其产生震慑作用。”程华说。

标后管理失序也助长了串通投标犯罪的猖
獗。“许多工程项目都是当地政府的重点工程，
有的即使发现了中标企业有转包或违法分包行
为，但碍于项目推进进度，相关部门也不敢制止
和处罚。”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对此，部分专家建议，将打击串通投标犯罪
和扫黑除恶、反腐相结合，铲除黑恶势力的保护
伞。此外，进一步规范投标保证金设置，压缩专
业投标公司生存空间，增加“围标”串标成本；创
新招标方式体现择优原则，加大信用评价机制
的运用，提高优质企业中标概率；加强招标文件
审查力度，规范招标条件设置。

(文中嫌疑人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詹奕嘉、毛一竹、王浩明

“我的初心是带着大家一起创业，股东和员
工们都很支持我。”面对“刷单风波”和“爆雷危
机”，健康猫平台创始人、广州大象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法人杨骅力 8 月 24 日上午在一场“媒体沟
通会”上信誓旦旦地说。

然而，3 天之后，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
就对该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侦查，
并刑事拘留杨骅力等 9 名犯罪嫌疑人。

新华每日电讯 8 月 28 日刊发《约课 APP 变
疯狂刷单平台，“转型创业典型”炮制骗局———
“健康猫”爆雷事件调查》一稿后，大象公司不少
股东和员工辗转找到了本报记者。

在他们的眼中，自称“体育人才创业平台”
“帮运动员登上人生第二次巅峰”的健康猫平
台，不仅大肆鼓励私人教练刷单冲业绩，而且打
着“到美国上市”的幌子连续忽悠股东投资，如
“割韭菜”般让股东们血本无归。

“去美国上市啃鸭脖”

名为融资实为诈骗

大象公司(“健康猫”平台)成立于 2015 年 3
月，其业务包括线上预约线下教学的私教 O2O
服务、在社区投放智慧共享运动器材、在网上商
城销售体育运动健康产品、组织“精武门”等赛
事、开设线下生活健身馆等。

其中，私教 O2O 服务是健康猫起家的主要业
务。私教们在健康猫 APP 上售卖健身课程，健康
猫会在课时费之外给予私教一定额度的补贴。

2015 年 11 月，大象公司召开发布会宣称完
成 A 轮融资，融资由北京、上海、广州、武汉 4 个
体育投资公司联合投资，其股东中有奥运冠军、世
界冠军、全国冠军、体育高校教授等，融资额度
3500 万元人民币、估值 3 . 5 亿元人民币。

“C 轮发布会之前，杨骅力说有很多风投看好
健康猫项目，还有‘国字号’机构会进来，结果发布
会现场来投钱的全是达到一定级别的私教。”一位
曾亲身参加 C 轮发布会的股东告诉记者。

部分股东透露，杨骅力早就宣称“健康猫是体
育人共同的事业”、呼吁私教们一起投资入股、“到
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啃鸭脖喝啤酒”，结果很多私教
从健康猫约课赚了钱，又投到公司里面去了。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网络上可轻易搜索到健
康猫平台 A、C 两轮融资的信息，但 B 轮融资情
况却难觅其踪。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这一
轮融资充满了“猫腻”。

“B 轮融资大概从 2016 年底就开始了，2017
年 3 月我们将各自区域汇总的投资款转到公司，
却未签署任何协议。”一名健康猫的股东说，大象
公司让同一个区域的私教团队成立公司投资、由
公司法人代表集中持股，共有 14 家公司组团投资
了 5100 多万元，但此次融资竟不是以投资款体
现，而是要求私教们以往来款打进公司商业账户。

杨骅力被刑拘之前给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提供
的一份资料称，健康猫是一个由 1000 多位体育人
作为股东共同投资创立的创业大平台。然而，一些
股东表示，尽管协议上写着他们拥有“知情权”“分
红权”，实际上却连公司财务报表都没见过。健康
猫从未开过股东大会，分红更是无从说起。

杨骅力此前指责私教们通过“刷单”制造虚假
约课导致公司亏损，不少私教则反驳称“刷单”行
为得到公司的默许与鼓励。记者接触到的健康猫
股东和私教群体都表示，杨骅力确实一直以“公司
要业绩、要流水”为名鼓励刷单。“他甚至让私教团
队一天完成 5000 万的业绩，从早到晚上课也上不
了那么多钱啊，这不是明摆着鼓励刷单造业绩
么？”一位匿名股东说。

“亮眼”数据严重注水

开年会给股东“洗脑”

健康猫经常对外发布“好消息”，其经营数据
看起来也十分“亮眼”。杨骅力被刑拘前曾对新华
每日电讯记者称，大象公司 2017 年营收达到了
10 亿元人民币，已经在社区投放了几千台共享跑
步机、在全国开设了上百家生活馆、与 4000 多家
健身房建立了业务联系等。

然而，多位健康猫资深股东和员工们却向记
者反映，这些数据和信息都属于严重“注水”：

——— 社区共享跑步机去年 9 月才投放市场，
目前了解到实际投放数量不足 1000 台；

——— 经私教内部汇总统计，实际开张的生活
馆只有 50 多家，而且能盈利的非常少，大部分都
是靠合伙人、私教贴钱支撑经营。

——— 与健康猫有所谓业务往来的健身房也就
几百家、肯定超不过 1200 家，虽然这些健身房在
健康猫 SAAS 系统上仅注册了账号，但并不一定
都在使用……

除数据“注水”之外，年会、发布会也是健康猫对
外传播“好消息”、忽悠更多投资入骗局的重要手段。

不少私教曾向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反映，今年
年初平台上就开始出现课时费没有到账的问题，
当时健康猫给出的借口是国家金融政策变动、软
件系统升级改版等。一位技术部门的员工说，实
际上当时健康猫的资金链已十分紧张，年会时间
一拖再拖，员工年底“双薪”发不出来，大家辛苦
加班的成果也无法收获，一时间人心惶惶。

杨骅力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进行“内部洗
脑”。健康猫今年 1 月底在广州花园酒店开了一场
有上千人参加的豪华年会，会上不仅邀请了律师
来给股东、员工和私教们讲“上市前景”，而且宣布
了某银行提供 20 亿元战略授信的“好消息”。

“其实，这 20 亿元根本不是授信给公司，而
是以信用卡和创业贷款的方式授信给公司私
教。但私教们都误以为这是公司获得的授信，以
为公司不缺钱，很多私教还继续往里投钱，帮健
康猫躲过了一次危机。”上述资深员工说。后来
有的私教发现办的信用卡迟迟没下来，情况不
对劲向该银行询问时，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早就
跟健康猫终止合作了”。

直至今年 6 月，健康猫还在继续包装“2019

年到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幌子，并邀请某知名
会计师事务所来公司进行财务审计，成功制造
出“C 轮融资”。

大象公司当时宣称，此轮融资主要由北京、上
海、广州、福建、广西、山东等地的国内 10 多家体育
产业公司、30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等参投，共融
资 5亿元人民币，将用于未来进军境外资本市场。

“和 B 轮融资操作手法一样，一共 13 家公司
组团投资，实际到账应该只有两个多亿，其实全都

是私教投钱。”一名私教告诉记者，其从没见过任
何投资机构给健康猫投资，所谓的“冠军入股”其
实也是假的，只是噱头罢了。

威逼股东签字“作证”

被抓前夕转移资产

C 轮融资之后不久，健康猫平台就发出封盘
公告，以“提现系统出现问题”为由，禁止私教提现
补贴和课时费。杨骅力 8 月初向公安机关报案称
私教们“刷单”涉嫌诈骗，但此举不仅遭到私教们
“贼喊捉贼”的反驳，而且有不少股东反映遭到威
逼或瞒骗进行签字“支持公司”。随后，不少业务资
产遭到莫名其妙的转移。

一位股东私教反映，8 月 10 日公司突然召集
股东开会，现场有不少黑衣保安“看场子”，包括股
东和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入场者手机都要上交。

杨骅力在会上先是给股东“洗脑”，说“我会带着
你们一起把钱追回来”，又说为避免股东们也陷入
诈骗的“法律风险”，要求股东们签一份“和解协议”。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8 月 24 日在大象公司还
看到了一份有大批股东签名按手印的附件，它被
附在公司的一份汇报材料之后，作为股东支持公
司打击私教“刷单”的证据。

有股东告诉记者，杨骅力说签名是要写联名
信捍卫公司权益，但他并不知道附件之前的材料
写了什么内容，仅被通知到场对一张仅有“附件
九”的空白页进行签字按手印。

在获得部分股东“支持”之后，大象公司的下
一步是以“保障私教合法权益”为名威逼利诱私教
们签订“和解协议”，让私教承认刷单行为。

这份协议要求扣除私教全部补贴，只返还
30% 的本金现金，另外 70% 的本金以购买健康
猫电商产品或“共享运动器材的代理商款项+
20% 的跑步机广告收益”抵扣。

多位看过这份协议的私教坦言，这就是一份
赤裸裸的“不平等条约”。而杨骅力被刑拘前向记

者炫耀说，已经有 200 多名私教承认错误并签
了和解协议。

“我们下一步将会利用社区智慧场馆系统，
从门禁、运动器材实时数据的传输、徒手运动时
人体数据的采集系统，全面监测一个场馆的运
营情况，避免刷单问题。”杨骅力当时说。

然而，当时的健康猫平台资金链已是危如累
卵。一位资深员工说，公司七八月都没发工资，健
康猫商城的供应商从 5 月就累积未结算月度款
项，子公司的报销流程在 6月底就停滞了大部分。

更令股东们感到愤怒的是，在对股东和私
教们进行威逼利诱的同时，业务资金遭到了莫
名其妙的转移。

“不少生活馆注册完之后合伙人的银行
卡和 U 盾都放在公司，8 月 22 日晚上大部分
生活馆的存款都被大象公司调走，而合伙人
一无所知。”健康猫公司一位合伙人透露，杨
骅力的解释是担心生活馆合伙人挪用款项、
要由母公司代为管理。

在这名合伙人的记忆中，直至 8 月 26 日深
夜，杨骅力依然活跃在公司的各个微信群中，继续
称公司是刷单的“受害者”，不断威胁股东和员工。

然而，8 月 27 日上午，大象公司多数员工都
从网上获悉了公安机关对健康猫平台涉嫌非法
吸存立案的信息，原先一度犹豫的股东们也有
不少人选择了去公安机关报案提供材料。

本是一个好产业

整成一个烂摊子

位于广州市天河区宏太智慧谷 3号楼的大象
公司办公楼入口已贴上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
的封条。玻璃门上另有一份《公告》显示，大象公
司、健康猫平台相关资产已被公安机关查封。

这几年来，健康猫凭着股东和私教们投入
的庞大资金，业务版图拓展到健身场馆、共享
健身器械、保健理疗、格斗赛事、体育电商、体

育综艺等领域。而随着健康猫平台被查封，这
些业务基本都陷于停滞。

“公司被查封之后，服务器因欠费也被关
了，健康猫 APP 也用不了了，现在全国的共享
跑步机都处于停滞状态。”一位子公司员工反
映说：“很多生活馆也无法经营了，因为房租是
公司交，公司一关房东就要收回店面。这些业
务本身没什么问题，现在被杨骅力害惨了。”

多位健康猫平台的股东和私教说，健康猫平
台的刷单骗局和融资骗局损害了体育产业的声
誉，给本来很有前途的全民健身产业抹上了阴影。

2014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发布。政策的红
利让众多创业者和资本杀入体育产业，体育
产业的创业和投融资空前活跃，但同时也出
现鱼龙混杂的情况。

一名私教对记者说：“我们确实认为体育产
业大有可为。不少体育人全身心扎在里面，为了
开设健身馆、共享健身器械跑市场拓展业务，倾
尽所有支持他，结果却换来一身债。”

“很多体育人现在都抬不起头了，别人会
觉得我们都很傻，竟然被骗成这样。”一位 3 年
前就开始接触健康猫的私教感慨说，他最担心
的就是以后市场和民众再也不相信新兴的体
育行业、健身产业了。

一名离职员工认为，建立体育人创业平台
的想法是好的，但从始至终健康猫都没有找到
恰当的商业模式，除了靠私教刷单、投资，没有
真实项目盈利，不具备造血能力。“社会上不乏
这样的公司，最初像打鸡血一样热炒创投概
念，拿到 A 轮融资之后就不了了之，健康猫事
件对整个社会具有警示意义。”

8 月 28 日，本报刊发《约课 APP 变疯狂刷单平台，“转型创业

典型”炮制骗局———“健康猫”爆雷事件调查》后，该公司不少股东

和员工辗转找到记者。他们表示，健康猫平台不仅大肆鼓励私人

教练刷单冲业绩，还打着“到美国上市”的幌子连续忽悠股东投资

扫描二维码查看

“健康猫”爆雷事件调查

健康猫运动生活馆被查封。 本报记者詹奕嘉 摄

复盘“健康猫”融资骗局
打着赴美上市幌子，爆雷前还开发布会忽悠投资

你我身边有些金额动辄以亿计算的房建、道路等项目，正是围

标团伙角逐的猎物。有的串标人花费 200 万元运作“围标”，获利

1400 万元，回报超过 600% 。在部分地区，一些团伙通过串联的方式

排挤合法守信的企业，饿死同行，不与之同流合污的公司很难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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