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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一位基层检察官表
示，通过办案发现，不少民营
企业家难以分辨国企身份的
真实性。

比如，华控建投的股权设
置相当复杂，多层股权架构设
置，使工商登记股权溯源上显
示为央企控股的下级企业。这
是不少被骗民企没能识破其真

面目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一些央企不时公

告一批假冒国企名单，明确其
一切行为均与央企无关，提醒
社会各界提高警惕。这对打
击挂靠乱象起到了一定震慑
作用。

但不少受访基层干部和专
家表示，打造“阳光央企”，监管

主体责任不能流于“纸面”。“很
多央企层级架构复杂，母公司
对子公司的对外投资监管存在
漏洞。”一名业内人士坦言，一
些投资信息不透明，基层即使
遇到“伪央企”也无处可查。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企业家
犯罪预防研究中心主任张远煌
认为，挂靠生意背后的掮客群

体，利用与国有企业尤其是管
理层关系，帮助需要挂靠的民
企对接撮合从中赚取中间费，
而这些中间费相当一部分进入
国企管理人员腰包，即使作为
国企营业外收入，其财务管理
上规范性、透明度不足，为设立

“小金库”问题提供了土壤。
据新华社

起底借混改之名牟利的“国企挂靠链”
犯罪团伙打着“央企”名号骗取36家民企股权和资金

“提供民营企业混改，让民企成为国企子公司，代持股份不参与管理。名额有限！”“央企国企混改很火，私企挂靠国
企，直接改制为国营公司”……在网络上经常可以看到类似广告，宣称民营企业能通过挂靠获得央企国企背景加持，提升
投标、融资竞争力，还无需被管理。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中介机构打着混改名头，向个别民企收取高额服务费承揽挂靠业务，甚至以此行
骗套取资金和股权，既影响民企发展，也有损地方营商环境。

租用北京王府井核心地
段办公、打着“协助地方发
展”旗号、层层挂靠“拉大
旗，作虎皮”……浙江省诸
暨市公安机关 2022 年破获
一起特大系列性合同诈骗
案件，犯罪团伙借助挂靠方
式对外以“中字头”央企面
目示人，借混合所有制改革
为由，打着“央企”名号骗取
困难民企股权、资金，36 家
被骗民企遍及浙江、安徽、
广东等 16 省 24 市，涉案股
权、资金数额巨大。

2021年年初，诸暨市公
安局接到报案：当地一家民
营企业为解决融资困境，与
自称央企的华控建投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收购合同。
进入融资环节，这家民企发
现，华控建投并非真正的央
企，而这家诸暨民企已经付
出的合同保证金、居间费、

承包经营费等名义费用以
千万元计。

2021 年 3 月 1 日，诸暨
公安以涉嫌合同诈骗罪立
案侦查。绍兴公安成立专
案组深入拓展扩线，并于
2022年 7月集中统一收网，
成功破获宋某、赵某某等
14 名犯罪嫌疑人借混合所
有制改革为由，打着“央企”
名号骗取困难民企股权、资
金的特大系列性合同诈骗
案件。

经 查 ，2018 年 8 月 至
2020年 9月，该犯罪团伙在
无实际履约能力的情况下，
以央企名义骗得浙江、安徽
等全国 16 省 24 市 36 家民
企股权和资金，数额巨大，
致使被骗民企经营更为艰
难。宋某等 8 名主要犯罪
嫌疑人被依法逮捕，地方检
察院已对该案件提起公诉。

2018 年以来，宋某等 14
名犯罪团伙通过新注册或买
受方式控制 20 余家空壳公
司，这些公司无主营业务、无
资金流水、无资产、无信贷，
租用北京王府井等核心地段
的办公场地，伪造上百亿资
产的虚假公司审计报告，通
过“公司股权挂靠掮客”将所
控制公司经多层股权架构设
置，在工商登记股权溯源上
成为多家央企控股的下级子
子公司。

摇 身 一 变 成 为“ 中 字
头”央企后，该犯罪团伙在
全国各地物色陷入资金短
缺 的 民 营 企 业 ，打 着 践 行

“国企混改”旗号，以央企国
企承债式收购后，为民营企
业提供银行融资担保等名
头为诱饵，与民营企业签订
设置有多重陷阱条款的《股
权 收 购 合 同》或《合 作 协
议》，巧设“保证金、承包经
营费、利润预缴款、打点费、
居间费”等名目收取钱款实
施诈骗。

记者调查发现，做类似业
务的中介机构屡见不鲜。记
者以南京某建筑施工企业的
名义，咨询北京一家代办挂靠
中介，对方一开口就提出可以
借助国企混改操作挂靠，“大
概准备混改到什么级别？有

两三百万元的，也有一百多万
元的”，并很快推送了三家可
以挂靠的国企。

中 介 机 构 实 施 挂 靠 操
作，有一整套流程。民企先
交意向金，再签订股权代持
协议，付完首付款，即可操作
工商变更。民企挂靠成功
后，从股权穿透上看确实能
成为国企子公司，但一般日
常经营管理并不会受到干
预 ，只 是 领 了 一 顶“ 红 帽
子”。被挂靠的国企并未实
际出资，但有的会按年收取
挂靠“管理费”。

每一起所谓“挂靠”背后
都有一个中间人。“犯罪团伙

经中间人有偿介绍，引入央企
下属子公司成为其股东，每年
向上缴纳一笔所谓‘挂靠管理
费’。按照挂靠层级高低，中
介机构每年收取几十万元到
几百万元不等的‘咨询费’。”
办案民警周水桥说。

年近七旬的包某某就是
这样一位“中间人”，他帮助
犯罪团伙控制的某企业成功
挂靠一家中央单位下属企
业，其回报是一份《高级顾问
聘用合同》。根据这份聘用
合同，包某某等 3 人担任公
司高级顾问，在挂靠期间每
年支付给 3 人共计 100 万元
作为顾问费。

为找融资争项目，“大树底下好乘凉”

骗子之所以屡屡得手，其
背后有多方面原因。记者调查
发现，一些民营企业以及小微
企业相对规模较小、抵押资产
不足，要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相
对较难。在商业往来中若能挂
靠国资，通过国企背书来获得
市场信任，可以大幅降低信用
成本。

此外，一些领域对民企进

入仍然存在限制和隐性的“玻
璃门”，有的民企考虑到挂靠成
功能增信融资、争取项目，于是
不惜铤而走险。

江苏无锡一家光伏企业负
责人坦言，只有挂靠央企国企
后，才能符合生产资质要求，但
是要按照10％至 12％的比例
上交管理费用。

江苏盐城某环保科技公

司，是一家国资控股的大型
环保企业。公司负责人坦
言，确实有不少中小企业来
谈挂靠，“很多小企业为了竞
标拿到项目，在投标前挂靠
在其他有资质的国企下，如
果不去挂靠连投标的门槛都
达不到”。

“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诱
惑，成为一些皮包公司欺诈投

资者的惯用伎俩。
2023年 8月，中国证监会

公布的一则名为《挂靠“央
企”抱大腿 虚构账款骗真
金》的案例称，Z 集团通过违
规挂靠将自身及多家关联公
司包装为“国企”“央企”，并
以“间接参与国企混改”等名
义迷惑投资者，非法募集资金
数十亿元。

监管流于“纸面”易滋生国企腐败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2023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2023 年全年，我国新设经营主体
3273万户，日均新设企业2.7万户。

“我国大力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
境，有效提升了经济发展的动力活
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说，我
国民营经济活力不断释放，2023年，
民营企业进出口额占进出口总额比
重提升至53.5%。

根据公报，2023年，我国新动能
成长壮大。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中，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6.8%，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33.6%；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2.7%，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
15.7%。新能源汽车产量 944.3 万
辆，比上年增长30.3%；太阳能电池
（光伏电池）产量 5.4 亿千瓦，增长
54.0%；服务机器人产量783.3万套，
增长23.3%；3D打印设备产量278.9
万台，增长36.2%。 据新华社

2023年我国日均
新设企业2.7万户

新华社乌鲁木齐 3 月 4 日电
“9999.98,9999.99……”4日14时48
分，随着一枚金刚石钻头持续刺破地
下岩层，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前方指
挥部电子屏幕上的数字瞬间跃至

“10000.00”，我国首口万米深地科探
井正式穿越万米大关。这标志着继
深空、深海探索大自然的壮举之后，
我国在深地领域实现重大突破。

记者在地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
漠腹地的钻探现场看到，约20层楼
高的井架矗立于茫茫沙海中，机械装
备轰鸣不停，身着红装的石油工人忙
碌有序。当“冲刺”万米成功的数据
呈现出来，井场上响起热烈掌声，寒
风和沙尘肆虐，大家脸上却洋溢着喜
悦之情。

“垂直井深突破地下万米，在我们
国家尚属首次！”塔里木油田企业首席
专家王春生说，数十年来石油人在塔
里木盆地钻探，如今达到前所未有的
深度，“我们正在做的，不仅是为国家
找油找气，也是探索地球未知领域、拓
展人类认识边界的一次大胆尝试。”

这口井被命名为“深地塔科 1
井”，设计深度11100米。自2023年
5月 30日开钻以来，数百名石油工
人、科技工作者坚守沙海腹地，连续
奋战270多天，历经高温、严寒、风沙
和复杂地质情况的持续挑战。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金声看来，
深地钻探难度堪比“探月工程”。

中国科学院院士贾承造表示：
“深地塔科1井钻破万米后成为世界
陆上第二、亚洲第一垂深井，在深地
科学研究和超深层油气勘探领域具
有里程碑意义。”

我国在大漠腹地
打出首口万米深井

以混改之名精心包装，代办挂靠牟利诈骗

横行多地“趁火打劫” 掮客游走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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