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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药监局负责人22日通报长春长生生物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案

件有关情况。这位负责人说，国家药监局已责令企业

停止生产，收回药品GMP证书，同时会同吉林省局已

对企业立案调查，涉嫌犯罪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

责任。国家药监局将组织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进行

飞行检查，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这位负责人说，根据举报提供的线索，7 月 5 日，

国家药监局会同吉林省局对长春长生公司进行飞行

检查；7 月 15 日，国家药监局会同吉林省局组成调查

组进驻企业全面开展调查。7月15日，国家药监局发

布了《关于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违法违规

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的通告》。

他说，现已查明，企业编造生产记录和产品检验

记录，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上述行为严重违反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有关规定，国家药监局已责令企业停止生产，收

回药品 GMP 证书，召回尚未使用的狂犬病疫苗。国

家药监局会同吉林省局已对企业立案调查，涉嫌犯罪

的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这位负责人说，按照疫苗管理有关规定，所有企

业上市销售的疫苗，均需报请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院批签发，批签发过程中要对所有批次疫苗安全性进

行检验，对一定比例批次疫苗有效性进行检验。该企

业已上市销售使用疫苗均经过法定检验，未发现质量

问题。为进一步确认已上市疫苗的有效性，已启动对

企业留样产品抽样进行实验室评估。

这位负责人指出，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

测，我国的狂犬病发病率近年来逐步下降。

药监局已部署全国疫苗生产企业进行自查，确保

企业按批准的工艺组织生产，严格遵守 GMP 生产规

范，所有生产检验过程数据要真实、完整、可靠，可以

追溯。国家药监局将组织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进行

飞行检查，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要严肃查处。

这位负责人说，该企业是一年时间内第二次被发现

产品生产质量问题。去年10月，原食药监总局抽样检验

中发现该企业生产的1批次百白破疫苗效价不合格，该

产品目前仍在停产中，有关补种工作原国家卫计委会同

原食药监总局已于今年2月进行了部署。 □据新华社

“互联网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在客观上使

得如周辉一样的不法分子得以浑水摸鱼，挂羊

头卖狗肉，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行非法集资

之实。”赵宝琦说，对这类非法集资行为，由于多

种原因，很难在早期对募集人到底是从事正常

的 P2P 业务，还是非法集资行为，以及真实资金

使用人的身份、资金用途进行调查核实、甄别和

监管。

在办案过程中，赵宝琦也发现，部分投资人

危机意识不强，容易被不法分子虚构的高息回报

所诱惑，即便有所认识，又存在侥幸心理，认为自

己不会是最后的接盘人或对自身极度自信，抱着

“薅羊毛”、捞一把就跑的心理。

“高息诱惑是 P2P 网贷诈骗平台最常用的

招数，超过 20%的高息，基本上都是需要远离的

高风险平台。”许泽玮提醒投资人，“同时还要仔

细辨别是否采用资金池模式。”

“在资金池模式下，用户只有一个账户，它

既是平台账户也是资金账户；而在合规的第三

方托管方式下，每个用户有两个账户，即平台账

户和资金托管方的资金账户。”许泽玮进一步解

释说。

许泽玮还表示，判断平台真假标的，主要是

看信息披露是否充分、透明和完整，以及造假成

本的大小。“如果一家P2P平台无资金池，建有第

三方资金托管，且提供方法途径让消费者可以自

行审查，资产的逻辑明确清晰，能够看得懂，并且

有比较有实力的投资机构的投资，此类平台诈骗

的概率就会很小。”他说。

作为办案检察官，赵宝琦也提醒大家，必

须提高警惕，在高息诱惑面前，保持理性，审慎

投资，控制投资风险，一旦发现自身可能卷入非

法集资行为，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依法维护

自身合法权益。

防范指南：远离高息诱惑

国家药监局负责人通报长春长生疫苗案件
责令停产、立案调查，组织对所有疫苗生产企业飞行检查

如何识别披着P2P外衣的集资诈骗
网络借贷是我国金融行业的一大创新，已成为中小微

企业获得融资的重要途径和有益补充，也是近年来普惠金

融的有益实践。但是一些不良平台的倒闭和转型，尤其是

一些假借P2P网贷之名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诈骗等行

为的发生，严重扰乱互联网金融市场秩序，挫伤市场信心，

给人民群众带来财产损失。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三起有关金融犯罪的典型

指导性案例，其中有曾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的周辉集资诈骗

案。这位注册成立中宝投资公司时不到30岁的年轻人，短

短两年多时间非法集资共计10.3亿余元。到底是互联网金

融创新，还是非法集资？怎样识别披着P2P外衣的集资诈

骗？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据《光明日报》

以案释法：
非法集资终食苦果，获刑十五年

2011年2月，29岁的周辉注册成立中宝投资公司，担

任法定代表人。公司上线运营“中宝投资”网络平台，借款人

（发标人）在网络平台注册、缴纳会费后，可发布各种招标信

息，吸引投资人投资。

P2P 平台的交易模式有多种，但本质不变，就是以平

台作为信息中心，一是向投资人提供标的，即贷款项目；二

是平台审核借款人需求后，选出风险可控的贷款项目发布

到平台上。运行前期，周辉通过网络平台为13个借款人提

供总金额约 170 万元的融资服务，但因部分借款人未能还

清借款，造成了公司亏损。

此后，周辉除用本人真实身份信息在公司网络平台注

册 2 个会员外，自 2011 年 5 月至 2013 年 12 月陆续虚构 34

个借款人，并利用上述虚假身份自行发布大量虚假抵押标、

宝石标等，以支付投资人约20%的年化收益率及额外奖励等

为诱饵，向社会不特定公众募集资金。

然而，所募资金并未进入公司账户，而是全部由周辉个

人掌控和支配。除部分用于归还投资人到期的本金及收益

外，其余主要用于购买房产、高档车辆、首饰等。

2011 年 5 月至案发，周辉通过中宝投资网络平台累

计向全国 1586 名不特定对象非法集资共计 10.3 亿余元，

除支付本金及收益回报 6.91 亿余元外，尚有 3.56 亿余元

无法归还。案发后，公安机关从周辉控制的银行账户内

扣押现金 1.80 亿余元。

最终，法院认定被告人周辉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

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0 万元。继续追缴违法所

得，返还各集资参与人。

浙江省检察院检察官赵宝琦说，作为案件

二审承办人，在受案之初，他感觉办理该案存在

两方面的难点：第一，周辉开展 P2P 平台业务，

是进行互联网金融创新，还是实施非法集资犯

罪行为，即案件罪与非罪的问题；第二，如果周

辉的行为构成非法集资犯罪，是构成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还是集资诈骗罪？即此罪与彼罪

的问题。

“经过对案件证据的梳理，我内心逐步形成

确信，周辉的行为不属于互联网金融创新，而是

假借P2P外衣实施的非法集资行为，同时也构成

了非法集资犯罪中性质最为恶劣的集资诈骗

罪。”赵宝琦解释说，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主

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因素。

其一，周辉对投资人进行欺诈，建立资金

池，直接违反国家相关规定。根据国家监管规

定，P2P 平台必须坚持网贷信息中介的性质，不

能自建资金池。本案中，周辉形成了总额达 10

亿元的巨额资金池，明显构成违法，脱离了互联

网金融创新的范畴。

其二，周辉虚构事实诱骗投资人进行投

资。周辉运用个人账户，共虚构了 34 名借款

人，虚构融资项目、抵押物，欺骗投资人，明显构

成违法。

其三，周辉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根据在案

证据，周辉主要将资金存放在银行，用于个人活

期储蓄和挥霍，不可能产生足额利润来支持周辉

向投资人宣称的年化 20%的投资回报。向投资

人归还的本金和利息都是用后续投资人的钱款，

属于典型的“庞氏骗局”。同时，其又花费 6600

万元购买20辆豪华跑车，花费2800万元购买服

饰、旅游等生活开支，基于上述情况，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足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综合以

上方面，周辉的行为，认定为集资诈骗罪具有充

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

相关业内人士指出，所谓跑路或诈骗的

P2P平台往往与金融创新无关，都只是假借P2P

之名实施非法集资。那么，如何识别披着P2P外

衣的集资诈骗？北京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党委

书记许泽玮认为，除高息诱惑外，这些平台往往

还存在工商信息造假、使用资金池模式、信息披

露不透明、包装华丽等特点。

区分难点:是金融创新，还是非法集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