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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地下钱庄案：万亿黑金“暗流”起底
地下钱庄犯罪手段趋向专业化智能化隐蔽化，成多种金融犯罪“帮凶”，需完善法律建设加大惩治力度

本报记者

几年前，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警方在侦办一家
皮革销售有限责任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件中发现，这家公司的资金流动量和实际生产能
力严重不符，数千万来历不明的外汇汇入这家公
司。

继续调查发现，这些来自韩国、意大利等国
家的皮毛货款，都由山东一个地下钱庄跨境汇
入，涉嫌非法购买外汇。警方立案侦查发现，有关
钱庄涉案流转资金达 1000 多亿元。

2015 年 9 月 8 日，七台河公安部门侦办的地
下钱庄案件被列为公安部部督案件，代号“9·8”
特大系列地下钱庄专案。

近期，这起全国特大系列地下钱庄案件取得
重大进展。“现在只打掉 13 个地下钱庄，就抓获犯
罪嫌疑人 117 人，涉案交易流水上万亿元。”七台
河市公安局办案人员说，从涉案规模上看，“9·8”
特大系列地下钱庄案已成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
地下钱庄案件。

惊天大案！流水上万亿

为多种金融犯罪“服务”

有关人士介绍，地下钱庄是未经国家金融主
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立的一类非法金融机构的统
称，非法从事外汇业务、资金业务、贷款业务，也
称“地下银行”。

作为转移赃款和洗钱的重要工具，地下钱
庄直接为非法集资等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利益的
犯罪活动服务，使大量来源不明的资金置于国
家监管体系之外，存在巨大的经济风险和社会
风险。

今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
合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明确跨国(境)兑付型地下钱庄主要指，不法
分子与境外人员、企业、机构相勾结，或利用开立

在境外的银行账户，协助他人进行跨境汇款、转移
资金活动。

在“9·8”特大系列地下钱庄案件中，犯罪嫌
疑人利用境内外的账户，按照客户需求将境内人
民币转移到境外，兑换成美元。或者将境外美元转
移到境内，兑换成人民币。在这两个过程中间分别
赚取汇率差价和手续费。

“由于境内外都有这种资金转移需求，有时都
不用真正兑换，只需将境内外转移资金的需求一
‘对敲’，直接就赚到汇率差价和手续费了。”“9·8”
专案组一位专案成员说。

国家外汇管理局去年向社会通报，涉及个人
外汇违规的案件中，有违规个人为了向境外转移
资产，或是利用他人年度购汇额度将个人资金分
拆购汇后汇往境外账户，或是通过地下钱庄换汇
并转移财产。

除了非法买卖外汇外，地下钱庄还为其他犯
罪行为提供资金流转渠道，成为“帮凶”。在“邱某
某诈骗案”“丁某某非法经营案”“丁某某骗取出口
退税案件”中，地下钱庄在虚假贸易、资金流动过
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 年多时间内，犯罪嫌疑
人丁某某就通过地下钱庄，从南方某地申请出口
退税，诈骗 733 万元。犯罪嫌疑人邱某某等诈骗团
伙利用地下钱庄，诈骗政府奖励上亿元。

此外，地下钱庄为电信诈骗、邪教组织等多种
犯罪提供“黑色”支撑，助长和滋生了其他犯罪行
为。七台河警方前几年侦办一起跨境网络赌博案
中就发现，在超过 2000 亿元的涉案赌资中，70%
以上是通过地下钱庄在境内外流转的。此前，江苏
警方破获一起跨国网络赌博案，涉案资金 78 亿
元。侦查过程中发现，巨额涉案资金也是通过地下
钱庄流向境外的。

中国刑事警察学院教授吴丹认为，地下钱庄

使大量性质不明的资金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
之外，严重破坏和扰乱了国家外汇管理体系和金
融秩序，影响我国反洗钱工作推进。

隐蔽 ！圈子 ！泛滥 ！

多种犯罪行为交织

“9·8”特大系列地下钱庄案件涉及诈骗、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等多种犯罪行
为。正是由于多类案件交织，犯罪环节专业化、链
条化，使得案件涉及范围广阔，涉案人数众多，呈
现出众多新特点。

犯罪手段专业化、智能化、隐蔽化。

在“9·8”特大系列地下钱庄案件中，犯罪嫌疑
人深谙地下钱庄资本运行，了解国际贸易制度和
最新变化，熟悉出口退税等相关领域法律和制度
规定，体现出经济犯罪所特有的专业性。

为了逃避公安机关打击和国家金融监管，地
下钱庄往往采取极为隐蔽的方式从事非法金融活
动。办案人员介绍，随着社会发展，地下钱庄现在
很少采用柜面形式，更多地转用以电话银行、电子
银行等为载体的电子支付工具。只需一台连接互
联网的电脑，基本业务都可以由电脑系统完成。这
种在网络上完成的非法交易给公安机关的证据搜
集和提取带来了极大困难。

警方在侦办一个地下钱庄时，调取了 1 . 2 万
余份涉案银行卡交易账单、3 . 5 亿条数据、1 . 5 万
条网银 IP数据进行研判分析，最终锁定这个地下
钱庄的离岸公司 10家，个人账户 200 余个，基本
绘制出涉案地下钱庄的组织架构脉络。

犯罪团伙家族化、圈子化、信用化。

七台河警方在黑龙江、福建、广东等地查办地
下钱庄时发现，不少地下钱庄犯罪都有家族性特

点。有的是父子联手，有的是兄弟姐妹合伙，有
的则是姑表亲戚之间相互帮助。在南方一些宗
族关系比较明显的地区，这种特征尤为明显。

吴丹等专家介绍，现代经济发展和网络运
营的便利性使得资金转移的速度极快，覆盖范
围也相当广泛，这使地下钱庄的经营范围也处
于不断扩张中。地下钱庄彼此之间相互联系，
互相拆借，形成了一张彼此关联的巨大网络。

地下钱庄“信用化”特点明显。警方 2015 年
打掉一个钱庄，主犯张某被网上通缉。但 2017
年打掉另一个钱庄时发现，张某在被通缉期间
居然还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 1 . 2 亿元欠款。办
案民警介绍，深圳地下钱庄之间拆借钱，有时只
需一个电话，不用任何抵押。

犯罪趋势区域化、国际化、多样化。

记者在七台河市看守所见到了警方从福
建泉州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汪某。他说，沿海有
很多人在菲律宾、越南等地做生意，挣的钱想
带回国内，国内也有不少人想把资金带出去。
这样的需求很多，“在我们那里这样的地下钱
庄很多”。

办案民警介绍，福建、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
地区外贸企业较多，一直是地下钱庄案件的高
发地区，内陆省份相对较少。但近年这些地下钱
庄犯罪触角延伸到青海、辽宁、黑龙江等省份，
犯罪领域也扩散到金融证券、外贸出口、体育文
化等多个产业。

有关专家分析，跨地区、甚至跨国作案，是
地下钱庄最近几年的新趋势。一般情况下，犯罪
嫌疑人控制的境外离岸公司数量众多，不同离
岸公司又同时在多家银行开立账户。资金在不
同的离岸公司和国内公司、个人账户之间频繁
流转。组织者一般会统筹联系客户及同行资金

往来，境外资金与境内资金的运行由具体人员
操作。每一环节都会涉及不同的人员参与，跨地
区特点明显。

据悉，“9·8”特大系列地下钱庄案，涉及俄
罗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以及福建、广东、山
东、辽宁、河北、新疆、吉林、黑龙江、河南等 20
余省区市的 68 个地下钱庄犯罪团伙、300 余家
报关行和 1300 余家公司企业，涉案人员达几百
人，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地下钱庄成“洗白”工具

亟待司法解释支撑量刑

按照中央部署，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
等部门积极发挥职能作用，严厉打击地下钱
庄违法犯罪，成效初显。有关部门积极参与
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严惩非法集资和
涉地下钱庄等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维护金融
市场秩序。

尽管高压打击，但近年地下钱庄案件仍然
频发。地下钱庄不仅是不法分子骗取国家政府
奖励、出口退税等犯罪活动的“帮凶”，还成为贪
腐资金的“洗白工具”，社会危害性极大。

此前，北京警方与澳门警方破获涉案金额
达 300 余亿元的徐某某跨境地下钱庄案。该涉
案团伙利用地下钱庄，在澳门赌场内为有港币、
澳门币资金需求的赌客非法套现。

专家分析，与十年前的地下钱庄相比，现在
的地下钱庄犯罪已经变成一种服务型的犯罪，
为非法集资、电信诈骗等侵害人民群众财产利
益的犯罪活动直接服务，直接冲击我国金融秩
序，形成金融风险。

今年初，重在严惩地下钱庄犯罪、维护金融
市场稳定的有关司法解释，明确了非法经营罪
与洗钱罪或者帮助恐怖活动罪竞合时的处罚原
则，彰显了我国依法严厉打击洗钱、帮助恐怖活
动犯罪的态度和决心。

但一些侦办过地下钱庄案件的干警介绍，
在对提供虚假数据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罪
行认定上，仍然缺乏有关法律法规的有效支撑。
比如，报关行提供虚假数据，如定为伪造公文
罪，量刑非常轻。如定为诈骗共犯，最高可判“无
期”，但缺少有关司法解释支撑。

记者了解到，为逃避打击，一些地下钱庄
犯罪嫌疑人会定期注销所控制的一部分公司。
加上有的公司本来就是“空壳公司”，有时公安
机关很难在法定办案时限内逐家核实。这就导
致被告人交代的犯罪数额大，公安机关调查取
证证实的犯罪数额小，被告人无法受到应有处
罚。

此外，一些涉外因素导致境外取证困难。不
少地下钱庄都涉及虚假国际贸易，或者在境外
银行有收支行为，但由于跨国银行管理制度不
同等原因，存在取证困难等问题。

有关专家建议，进一步提高地下钱庄打击
合力，提高地下钱庄风险防控和打击能力。一方
面继续完善有关地下钱庄的法律法规建设，为
量刑定罪提供保证；一方面加强金融机构内控
制度的完善和落实，强化对非传统银行业务领
域洗钱的监测。

诈骗出口退税和政府奖励，向

境外转移不法资金，为网络赌博、电

信 诈 骗 等 犯 罪 提 供 资 金 周 转 渠

道……这些“见不得光”的不法行

为，都有地下钱庄的参与

从近期公安机关侦办的系列特

大地下钱庄案件中可以看出，地下

钱庄犯罪手段上专业化、智能化、隐

蔽化，犯罪主体家族化、圈子化、信

用化，这些趋势均值得警惕，需加大

惩治力度斩断地下“黑金”暗流

本报记者柯高阳

每年五六月份，高校进入“毕业季”，数百万大
学生即将从大学校园的“象牙塔”走入社会。记者
近期在高校采访了解到，部分毕业生在离校前出
现“造假注水”现象：虚构就业去向、毕业论文“放
水”、求职简历“注水”……专家呼吁，高校诚信教
育不可缺失，勿让造假毁了毕业生。

“就业去向随便填”，就业率失真

“请毕业班同学月底前登录学校就业指导中
心网站填报就业单位，填报后每人可领取 200 元
补贴。”毕业季临近，西南一所高校辅导员给学生
群发了这样一条消息通知。

收到通知的毕业生谭怡今年没找到合适的工

作，准备毕业后回老家慢慢找，但她也登录了填报
系统，在“就业去向”一栏选择了“自由职业”。“200
块钱不要白不要，反正又没人去核实，随便填一个
就可以了。”谭怡解释说，这些补贴每年都有，就是
为了鼓励大家填报把就业率提上来。“往届师兄师
姐也有这么干的，不然怎么一边是‘最难就业季’，
一边是动辄 90% 以上的就业率呢？”

该校就业指导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受
经济大环境影响，近年来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
观；另一方面，如今大学毕业生大多是“90 后”“95
后”，随着就业压力日渐增大，不少人选择“慢就
业”，最后可能变成“不就业”。还有的学生找不到
合心意的工作，宁愿回家待着。统计显示，该校某
学院 2018 届 107 名本科毕业生中，有 31 人的就
业状态登记为“待就业”，占比近 30%。

“就业率太低了我们也发愁，有时候不得不想
方设法，各显神通。”一位高校二级学院院长向记
者抱怨，上面对就业率有考核硬指标，连续两年就
业率低于 60% 的专业，就要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
招。为了提高就业率，该学院给研究生导师摊派任
务，必须保证学生就业。“甚至有位导师要求学生
出示就业协议，才在毕业论文上签字放行。由于指
导的学生就业率达到 100%，这位导师还被评为
全校的就业指导老师先进典型。”

为求过关，学生虚构就业去向的现象时有发
生。在上述学院 2018 届毕业生就业去向统计表
上，近百名毕业生中有 5 人选择了“自主创业运营
新媒体”或“微信公众号撰稿人”。记者搜索发现，
这些微信公众号有的很少更新、阅读量仅有个位
数，有的自注册以来没有任何文章发布。

毕业论文“放水”，求职简历“注水”

“论文字数都不达标，目录仅有不到十行、格
式都没对齐……就这样的论文还敢来答辩？”这是
在贵州某高校任教的一位张姓教师在朋友圈的吐
槽。张老师告诉记者，今年答辩季前后审阅了二三
十篇论文，看完头都大了，“之前新闻上热议有老
师在答辩时向学生扔论文，不敢说支持，至少这种
心情很有同感。”

张老师说，毕业论文“放水”现象已不鲜见，自
己生气归生气，但答辩还是得让学生通过。“去年

就已经批评哭了两个学生，今年就没敢再说重
话。要是硬卡着不让过，学生万一想不开咋办？”

除了毕业论文“放水”，有的毕业生简历也
出现“注水”现象。西南一所高校学工处老师说，
在收取评优材料时，有学生在简历中自称在校
期间担任某中央级媒体“驻××大学新闻录制小
组组长”。材料在网上发布后，该媒体主动澄清
“从未在高校设过分支机构”，要求校方改正错
误，这就给学校声誉造成不良影响。

在重庆一家房地产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工作
长达 9 年的徐经理告诉记者，公司每年参加校
园招聘会收到求职简历上千份，一些高校毕业
生在求职简历中“注水”，在面试过程中时有发
现：有的学生英语四六级没过却在简历上写“外
语能力良好”，担任过学生会干事写成“担任学
生会某部门重要职务”，参与一些课外实践项目
却写成“担任项目负责人”，没有相关实习经历
却编造出在某单位实习等等。还有的学生奉行
“拿来主义”，复制互联网上的简历模板、范文，
经过简单修改加工后当成自己的简历，“注水”
痕迹明显。

徐经理认为，简历作为求职的门面，不仅彰
显工作表现，更是人品的体现。“一发现查证有
简历注水情况的，我们都是一票否决。”

莫让造假毁了毕业生

“大学是教书育人的殿堂，除了传授知识技
能，还要帮助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素养，树立正
确的价值取向。”西南政法大学程德安教授认
为，在毕业论文、求职简历、就业统计上造假，不
仅影响了学生个人发展、损害了学校声誉，也对
全社会的风气产生不良影响。他建议，教育部门
和高校应着力加强诚信教育，上好毕业生从象
牙塔走向社会之前的“最后一课”，为社会输送

诚实守信的高质量人才。
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今年以来不少高

校加强毕业论文质量管理，提高了毕业论文过
关门槛，论文筛选流程也变得更加严格。南京某
高校日前发出通知，学校将使用“中国知网”大
学生论文抄袭检测系统对全部的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进行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将毕业论文
分为 ABCD 四个档次。其中文字复制比在 40%
以上的认定为 D 级，不予参加答辩，论文成绩
定为不及格，学生延期毕业并重修。

“今年的论文要求一下子就收紧了，大家为
了改论文达到通宵达旦的程度。”张鹏是东北一
所 985 高校外国语学院的应届毕业生，他说，学
校今年对本科生毕业论文统一查重，要求不能
超过 10%。第一次查重后，张鹏所在的班级 22
名同学，有 6 篇毕业论文查重率超标，被要求修
改后重新查重。

“导师直接把要求提高到研究生论文水平”
“改实验数据改到吐”……随着毕业论文的过关
难度提高，“翟式毕业季”也成为网络热词。有学
生在网上抱怨如此严格是受“翟天临事件”影
响。

“大学论文从严是大势所趋。”重庆一高校
教务处处长告诉记者，教育部文件早已明确要
求狠抓学位论文和学位授予管理，重点抓住学
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评阅、答辩、学位评定等
关键环节。这些不是“翟天临事件”后突然多出
来的规矩，现在只是落实更加严格。

程德安建议，除了严格毕业“准出”标准，学
校还应该建立高质量的课程体系，加强对学生
学术规范、实习就业方面的指导，提供系统的科
学研究方法训练和学术素养培养，贯穿学生从
入校到求学再到毕业的全流程，这样在学生毕
业时划定高标准线才有底气，促进学生健康发
展。 (文中受访学生均为化名)

虚报就业、论文“放水”、简历“注水”……部分毕业生离校前出现“造假注水”现象

高校“毕业季”本不该这样上“最后一课”

造假 新华社发

一边是“最难就业季”，一边是

动辄 90% 以上的就业率，为求过

关，学生虚构就业去向的现象时有

发生

大学是教书育人的殿堂，除了

传授知识技能，还要帮助学生培养

良好的道德素养，树立正确的价值

取向

““一一锅锅端端””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翟翟桂桂溪溪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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