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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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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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混改之名精心包装以混改之名精心包装，，代办挂靠代办挂靠
牟利诈骗牟利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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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负责人经掮客介绍结识华
控建投，对方给出的条件颇为诱人，
称收购不仅可以增加银行授信，还能
解 除 个 人 担 保 。”办 案 民 警 周 水 桥
说。这位历练商海多年的企业家仔
细研究了华控建投的股权结构，又托
人从市场监管部门查询，最终相信了
其央企背景。

签订合同将股权及资产转让给
华控建投后，这家诸暨民企却无法获
得授信，随即选择报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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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罪团伙精准拿捏地方政府招
商引资、困难民企“病急乱投医”心
态，打着“协助地方发展”“帮助民企
纾困”等旗号，成为一些地方的座上
宾。记者获得的一份中部某市接待
方案显示，华控建投吴某某一行 2019
年赴当地签订项目，受到地方热情接
待。

横行多地横行多地““趁火打劫趁火打劫””掮客游走掮客游走
灰色地带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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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三百万的，也
有一百多万的”，并很快推送了三家
可以挂靠的国企。

在他们的宣传中，此项业务是为
了贯彻国务院“鼓励国有资本以多种
形式入股非国有企业”精神，央企、国
企下属国有独资公司拟征集部分优
秀民企投资参股，试图为挂靠行为披
上“合法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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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找融资争项目为找融资争项目，，““大树底下好大树底下好
乘凉乘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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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靠后多
少能挣点”成为一些民企选择挂靠的
真实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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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管流于监管流于““纸面纸面””易滋生国企腐易滋生国企腐
败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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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
刘俊海认为，一些国企信息透明度有
待提高，复杂的层级架构也让一些央
企对子公司的对外投资情况存在监
管漏洞。

刘俊海建议，应进一步完善国有
企业监管制度，从财务源头上阻止挂
靠行为。加强对国有企业对外股权投
资监管，注重对业务关联性、投资股权
比重等的穿透式管理，严查国企内部
人员与掮客、中介利益输送行为。

新华社电

2023年11月底，广东广州的15岁小初和朋友在一家
专门打孔的店铺打了肚脐钉，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小初发
现打孔的地方出现化脓现象，且打孔的周围一直泛红，而
店铺负责人称属于正常反应。

到医院检查后，医生告诉小初，伤口化脓是因为打孔
以后没有采取正确的防护措施。这让小初觉得很委屈，因
为当初打孔师傅并没有明确告知该如何防护。

近年来，像小初一样热衷于打孔穿钉戴环的未成年人
不少。

因觉得身边哥哥姐姐们的打扮十分潮流，小初一直很
羡慕他们。跟小初关系好的一个姐姐，在14岁生日那天给
自己打了一个唇钉，后来每年生日都会为自己打一次孔，
或戴环或穿钉。她告诉小初：“打孔其实一点都不疼，而且
打孔这个事会让自己看起来很帅气。”

去年，小初终于暗下决心，在朋友的陪伴下打了人生
第一个孔。

同样，江西上饶14岁的李雪（化名）在一次聚会中与朋
友玩游戏，输了后按照之前的约定，在路边的文身穿孔店
里给自己的舌头上穿了一枚金属钉。几天后，她感到舌钉
下方的螺口有些松动，于是自行将舌钉拧紧。可没多久，
她就感到舌头疼痛不适。自己想了很多办法却无法取出，
非常害怕，就告知了父母带她去了医院。

李雪的父母告诉记者，他们来到当地的口腔医院，医
生进行了局部麻醉才将舌钉截断取出，且伤口有些发炎，
内服外敷了一段时间的药才康复。之后，李雪挨了父母的
批评，并且很后悔。如果再晚点治疗不仅会感染，而且还
会留下难以消除的痕迹。

今年15岁的天津女孩周莉莉（化名），家里父母都是做
生意的，因此常年不能陪伴身边，周莉莉平时也很少和父
母沟通，从小就喜欢韩舞的她，喜欢看女团跳舞，自己也经
常“泡”在舞蹈教室里，当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打了肚脐钉
和鼻钉，便萌生了“学习她们”的念头。

于是，周莉莉在家附近找了一家文身穿孔店也打了个
肚脐钉，她认为这样穿着舞蹈服跳舞会更加好看。

打完肚脐钉后，她觉得打孔的位置有些痒，一开始也
没在意，可没过几天，肚脐钉附近的皮肤开始泛红，隐隐作
痛，父母知道后将她大骂一顿。其后，她在医院治疗了一
个多月才康复。

记者走访发现，大多数打舌钉、唇钉的店铺都在门口或
柜台上张贴了“不向未成年人提供文身、打舌钉等服务”的
标语，很多商家在提供此类服务前也会询问消费者是否成
年。不过，也有一些店主直言：“虽然大部分时间通过检查
身份证来看消费者是否已成年，但有时候忙不过来也无法
百分之百确保，更何况有些人为了赚私钱而‘坏了规矩’。”

当记者询问打孔会给身体带来什么伤害时，广西南宁
的打孔师傅何兵告诉记者，“打孔确实会给身体带来一些
危害，而且个人体质不同伤口愈合程度也不同。打孔其实
是用针给身体穿一个口，再把不同材料的装饰物穿进去，
一般伤口都会出血，后期保养不好的话容易发炎化脓。”

陕西西安的一名打孔师傅苏苏告诉记者，不同身体部
位的打孔疼痛感是不一样的，像舌钉的疼痛感就会超过唇
钉，贯通的钉子会比竖钉更疼，尤其是在恢复期时特别疼，

“一些成年人都受不了这种疼痛感，打孔之后天天往店里
跑说自己后悔了。”

苏苏说，如果打孔时间短还可以恢复，但如果时间很
长或者经过扩孔，那么会留下永久的痕迹，再难恢复。

李女士是天津蓟州区一名高中学生的家长，也是一名
教育工作者。她认为，在身上打孔只是一种行为上的叛
逆，并不存在审美价值。如果想表达某种倾向或个性，可
以通过衣服和配饰，没必要用打舌钉等形式。相关部门应
该对提供打舌钉、唇钉等服务的店铺进行规范整顿，防止
未成年人上当受骗。

李女士认为，家长也应该心平气和地和孩子沟通，平
时注重健康的审美熏陶，引导孩子用更有意义的事情显示
实力和个性。

某互联网公司HR告诉记者，该公司的文化是自由开
放的，并不会因为来应聘的人打了“舌钉、唇钉”而拒绝聘
用他，但如果是需要日常见客户，需要和不同客户接触沟
通的职位，还是会考虑员工的形象。如果打孔的部位太过
明显，将考虑不予录取。

据了解，我国对未成年人文身这一问题已有相关规
制，2022年6月，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印发《未成年人文身治理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明确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文
身服务，不得胁迫、引诱、教唆未成年人文身。专业文身机
构以及提供文身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含医疗美容机构）、
美容美发机构、社会组织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
人提供文身服务，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
求其出示身份证件。但对未成年人打孔穿钉戴环还没有
明确的文件规制，只是靠打孔店铺的职业操守和家庭学校
的监督。 本报综合消息

交钱就能“戴国字帽”？

起底借混改牟利的“国企挂靠链”
未成年人身上打孔穿钉戴环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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