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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感觉很不真实。”一位小企业主回忆交钱时的场景时如是说。
融资难、融资贵的中小微企业主们可能没有想到，有人会以助力融资为诱饵，反手
将其推向深渊。

近几年，一批中介机构抓住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痛点，熟练运用挂牌、孵
化基地、出海项目等名目，前期大肆宣传以骗取信任和相关费用，后期得手后便卷
款跑路。此类种种行为，或已涉嫌诈骗。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这种套路已遍布全国，受骗企业众多。他们部分仍被蒙在鼓
里，一些知道真相的企业主则艰难地走在追偿路上。但是，中介机构变换马甲，实
控人深藏幕后，企业主维权前路渺茫。

落入陷阱

2019年初秋，广东省一名小企业主姜超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华创（深圳
）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华创”）的业务员，能够提供企业挂牌融资服务
，并邀请姜超参加线下的介绍活动。

姜超为此专程赶往深圳一家酒店的会议中心。但他没想到的是，这竟是落入陷阱的
第一步。

据姜超回忆，在活动现场，主持人侃侃而谈，称可以帮助企业挂牌香港股权交易中
心（下称“港股交”），称其类似于国内的新三板；挂牌后能够帮助企业拿到融资
，挂牌企业也会得到政府更多关注和支持。

华创要求有意向的企业立即签约，称现场签约价格优惠，服务费用为每家企业6万
元，后续每年再收3000元挂牌费。

姜超心动了，他没有花太多时间思考，当即交钱签约。然而，此后半年，姜超再也
没有接到华创的进一步联系，对方也没有提供任何服务。当他去找业务员要求退款
时，却发现华创早已人去楼空。

这只是众多类似受骗小微企业的一个缩影。在港股交网站上，已有135家企业挂牌
信息，这些小微企业涉及各行业，遍布全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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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乱象

据港股交（又称HKEE）网站介绍，HKEE于2017年在香港成立，其前身是由中国私
募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在香港发起设立的“HKEE Limited香港股交所有限公司”，定
位为国际化的中小微企业股权转让与定向增资服务平台，是无国界的股权转让服务
中心。

虽然官方介绍披着国际化大平台的外衣，但证券时报记者在Alexa全球网站流量排
名中，却找不到HKEE的信息。这意味着这个网站的流量低得可怜。

记者查询香港工商信息发现，上述“中国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和“HKEE”均
为在香港注册的私人股份有限公司；HKEE的网址则与香港交易所非常相似，但域
名注册地和联系方式却均在中国内地。

据港股交网站介绍，在港股交挂牌需要联系推荐机构申请。华创便是众多推荐机构
之一。目前，通过网站搜索功能还能查到四家推荐机构，分别为深圳市前海国创投
资咨询有限公司（下称“前海国创”）、融港通管理咨询（深圳）有限公司、深圳
市前海中天企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下称“前海中天”）、重庆市新赋能企业管理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记者以小企业主身份联系了前海国创负责人李某，咨询挂牌服务流程。听明来意，
对方开始介绍其业务：“在港股交挂牌，只要企业没有诉讼、担保和行政处罚就可
以。”

在交谈中，李某对港股交和香港交易所的关系言辞模糊。在推介服务时，他声称：
“我们有交易所的关系，港交所里面有一个负责人是我们的合伙人。”

但当记者再次追问时，对方又称：“港股交和港交所没关系的，我们这儿不是上市
。”

实际上，港股交只是挂牌乱象的一个缩影。证券时报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此类中
介推荐的香港挂牌地还包括港三板、HKOTC、香港科创板、香港国际板等等，都
与港股交“玩法”类似。

香港证监会对此长期跟踪，在官网上公示了“无牌公司及可疑网站名单”，其中列
出了没有在香港领取牌照、并引起证监会关注的公司。这些公司被怀疑正在或曾经
以香港投资者为推销对象，或声称与香港有联系。前述部分平台，已经被列入名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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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路纷繁

赴港挂牌只是这些中介机构的套路之一。在内地，它们推出的业务名目更加繁多。
不仅有类似的挂牌服务，还有所谓创业孵化基地、出海选品大会等形式，且经常打
上“背靠国企”、“响应国家双创政策”等旗号，核心便是抓住小微企业对融资和
拓展销路等方面的需求，诱其上钩后套取服务费。

在证券时报记者接触的多家中介机构中，亚太股权报价系统是一个常被推荐的挂牌
平台，其声称主要运营方是北京时尚铜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时尚铜牛”）
，目前其网站上显示的挂牌企业已有54家。

在多份宣传材料中，亚太股权报价系统都号称有国企背景。企查查显示，时尚铜牛
由北京铜牛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铜牛集团”）持股40%，后者经股权穿透后由北
京市人民政府全资持股。

然而，记者致电铜牛集团，其经营部门业务负责人则表示：“我们没有授权他们做
这个，也不清楚他们在做什么。”

除了虚设挂牌平台，一些中介机构还声称背靠正规挂牌平台，却开展虚假业务。一
家名为中联双创（北京）企业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下称“中联双创”）的机构，便
称曾为小微企业提供“双创板”(中国青年创新创业板)挂牌服务。然而，双创板与
证监会都否认了中联双创的推荐机构资质。

此外，前文提及的前海国创、前海中天还宣传有国内新四板（即区域性股权交易市
场）挂牌业务。一家长三角地区的股权交易中心向记者确认，这两家中介机构并没
有推荐挂牌资质。今年4月，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也发布声明称，前海中天假借
深圳股交名义对外进行虚假宣传。

中介机构手中的诱饵不止有挂牌，还有对创业者颇具吸引力的孵化基地。自2018年
以来，前述的华创还从事“大唐双创孵化基地”的中介业务，宣称此基地依托于大
型高科技中央企业“大唐电信”，用企业孵化、创业投资等服务吸引小微企业，现
场签约付费，而后不见踪影。

大唐双创孵化基地的实际运营方是以大唐英加（北京）移动科技有限公司（下称“
大唐英加”）为代表的“英加系”公司。企查查显示，大唐英加由大唐网络有限公
司持有10%股权，而后者由国企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600198.SH）持股37
.23%。然而，大唐电信方面在电话回复中否认了与此基地的关系。

记者前往大唐双创孵化基地所在的深圳市南山区赤湾一号创新谷，物业管理人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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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英加相关人员已在去年底跑路，还欠下15.6万元的水电费。“他们狡猾得很，从
2018年起，有几名员工先后来签约，租下七间办公室。后来有受骗的企业主找上门
来，还有从外地赶过来，手里提着菜刀的。”

这个所谓孵化基地，从未引入过一家企业，现在这里只剩下一块背景板，上面贴着
近百家企业Logo，就算是“入驻”了。中间原本贴着的“大唐孵化基地”字样，如
今已斑驳难辨。

头目闪现

在这些冠冕堂皇的挂牌融资项目背后，是一张由数十家中介机构交织而成的网络，
它们分头“捕捞”小微企业，又通过虚假项目和经营人员勾连在一起。梳理这些机
构，几位常年浸淫此道的头目隐约浮现。

在证券时报记者接触到的案例中，中介机构推介项目时，往往将打出的旗号、项目
运营方、合同上的盖章与收款单位分散在多家公司，以此隐藏资金流转并迷乱视线
。

这些中介机构就像一个个马甲，遇上麻烦可以随时更换。前述华创便在今年2月办
理了注销登记。今年3月和7月，两家受害企业诉华创合同纠纷案开庭审理。判决书
显示，华创公司注销后即丧失诉讼主体资格，因此原告的起诉被驳回。

企查查显示，华创成立时间为2018年11月，注册资本300万元，实控人吴绪娥持股
40%，吴金涛和孙国男各持股30%。

多位企业主向证券时报记者确认，华创实控人吴绪娥为另一位关键人物黄慧飞的妻
子。中介机构宣传资料显示，黄慧飞任中联双创项目部风控主任，同时还是大唐孵
化基地风控部主任。

目前，黄慧飞还出资设立了两家企业。其中，深圳亚创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
17年，注册资本1000万元，黄持股40%，但工商注册地并无这家公司；深圳亚创
荟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2月，即华创刚刚注销之时，注册资本100万元，黄
持股80%，其官网地址指向时尚铜牛。

证券时报记者实地探访华创注册地发现，楼下大堂还挂着华创的牌子，对应楼层却
是中联双创的铭牌，办公室却大门紧闭，空无一人。对面公司前台称，从去年底开
始，这间办公室就空出来了。

穿透这些马甲，孙国男是这张大网上的关键节点，多位受害企业主称与孙国男有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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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指认他为团队重要成员，在多年前就做过类似套路。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十余家中介机构背后有孙国男的身影，有些是孙国男出资
持股，有些则通过经营人员相互关联，它们在前文提及的项目中屡屡出现。

通过众多中介机构，这一团伙将触角延伸到全国多地，撒下一张隐秘的大网。虽然
每家企业收取费用不多，但聚集起来依然获利不菲。

北京几家企业主曾在其中一家马甲公司中京联信的办公地拍到2019年12月的会议
日程，一个月之内，创新板（即港股交下的一个板块）和中鲸出海（另一个类似的
套路项目）各自排出了7场会议。

可以借此算一笔账。假设一个月7场会议，每场会议现场签约5家企业，每家企业收
费6万元，那么一个套路项目每个月将为中介公司带来超过200万元的收入。类似中
介机构多达数十家，套路项目种类繁多，每年涉资或将上亿元。

然而，当企业主惊觉被骗上门要账时，孙国男又隐退幕后，将责任推脱到马甲公司
上去。“孙国男在各种宣传活动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我们也是后来才找到他，跟他
要退款。他说收钱的是前台的推荐机构，他只是在后台拿提成。”一家北京的企业
主称。

证券时报记者多次拨打孙国男电话确认其关联公司和业务，未曾接通。

维权艰难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目前全国多地的受骗小企业主已经建立起维权组织，维权群
中少则几十家，多则上百家。

然而，他们很难联合起来做集体诉讼。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冬光长期关注此案。
他向证券时报记者解释，每家企业对接的中介机构不同，且它们经常变换主体，导
致案件的原告、被告都不一样，“这就是比较棘手的地方”。

单纯的民事诉讼并不能解决问题，一些小企业通过上诉或仲裁，认定了对方的欺诈
行为，但由于对方公司是一本空账，仍然难以执行赔偿；还有一些企业的上诉直接
被驳回，因为中介公司已经注销。

张冬光建议企业主将诉讼直接指向公司股东。虽然有限公司的独立法人主体像一层
面纱一样将公司与股东的责任分开，但《公司法》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
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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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张冬光表示，这些中介机构存在股东过度控制的问题，因此可以刺破公司面纱，股
东至少应该在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弥补损失。对于公司股东认缴期限未到的，可
以申请加速到期，让股东尽快缴纳出资。

但在实践中，加速到期应满足吊销营业执照等条件，而向工商局申请吊销，意味着
企业主要花费更多精力、等待更长时间。

发起民事诉讼之外，北京和深圳的部分企业已经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目前，北京
公安已经立案，正处于侦查阶段；深圳企业主去年报案后，则在等待公安部门的明
确答复。

“这些公司的行为确实介于民事和刑事的交界点上，而欺诈和诈骗并非泾渭分明。
民事上的欺诈基本可以认定，刑事上的诈骗还要看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否虚
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以及查明资金的具体流向。对方可能的抗辩是确实为企业提供
了一些服务，但服务究竟怎样，这些都需要查清楚。”张冬光称。

张冬光认为这些中介机构的行为具备一些诈骗的特征，但是隐藏得比较深，“如果
最终能查证背后实控人是同一个，且连年使用这种套路，那恶意就更大了，可能上
升到诈骗的高度”。

类似套路猖狂多年，对于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张冬光分析，一方面中小微企业融
资难是一个大背景，国家虽然有很多扶持小微企业的政策，但实际门槛仍然很高；
另一方面，小微企业普遍缺乏专业律师提供咨询服务，在投融资方面的风险防控意
识比较欠缺。

“这些套路也利用了一些政策和执法方面的漏洞，如果公安机关没有接触过类似情
况，可能接到案子就觉得不是诈骗，只是合同纠纷，因为资本市场纷繁复杂，各类
产业园也比较常见，即使金融人士也不敢一上来就说这是个骗局。”张冬光坦言。

中介机构也正是抓住了企业主不熟悉资本市场的弱点。在采访过程中，多家企业主
直到记者打去电话才意识到这是一场骗局。“港股交不是香港交易所吗？我还一直
给朋友说我挂牌了，他们都说香港挂牌很困难的，我以为我的专利得到了认可。”
一位企业主说。

目前，维权群里的企业主们还在等待公安机关的后续进展。记者了解到，群里很多
都是创业大学生，不乏海归博士。一些创业者亏损了启动资金，已经放弃了创业项
目，也有一些企业主碍于维权成本高昂，已经放弃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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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这张大网的重心似乎开始向南转移，“捕捞”持续不断，直到9月，港
股交网站上还在陆续挂牌新的企业。

张冬光最近接到很多法律咨询电话，都是深圳企业主打来的；一些受骗的企业主最
近也接到过来自深圳的电话，是类似的中介机构又来推荐业务了。（文中企业主均
为化名 见习记者 林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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