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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央企”利益链：
一年 300 万挂靠费，变身央企子公司！

“挂靠国企央企、对接优秀民
企成为国企/央企旗下子公司、让民
企享受央企、国企待遇……”让民
企变身“央字号”，一般人可能会认
为不靠谱，不过这是一片真实存在
的灰色地带。尽管各级部门多次
打击，但在利益驱使下，在灰色地
带行走的“假央企”数量已有“泛滥
成灾”之势。10月 22日，国务院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国务院国资委）曝光一批假冒中央
企业名单，共涉及企业353家，注册
地涵盖 31个省区市和 5个计划单
列市。

在一位国企改革研究人士看
来，虽然这些“李鬼”企业或非法社
会组织处在不同行业，但想方设法

“委身”央企旗下，往往是为了获取
更高的利益。

记者暗访发现，在这个被称为
“挂靠”的市场，中介机构或掮客明
码标价：“挂靠”央企四级子公司或
更低层级，每年费用在 300万元以
上，“挂靠”偏远地方国企每年费用
也要80万元。

在错综复杂的股权交替背后，
隐藏着一条灰色的“假央企”利益
链：除了借国企、央企之名揽工程
做业务的“李鬼们”，还有赚取差价
的中间商，以及拿到巨额费用的幕
后操盘手。

仍有中介推荐挂靠业务
电影《笑傲江湖》有一句经典

台词：“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
外人看来，民企、央企、中介等多方
混杂其中的“挂靠”江湖多少显得
有些神秘。

刚过而立之年的吴涛（化名），
就是这个江湖中的一员。从名片
上的职位来看，吴涛是一家企业管
理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办公地点在
北京CBD某高档写字楼内，提供全
程一站式企业服务。虽然公司的
注册资本只有 100万元，但在吴涛
和其所在公司提供的服务中，有一
项超出普通人想象的业务：给民企
披上国企或者央企的外衣。

吴涛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中，
时常会发布类似以下内容的广告：

“挂靠国企央企，对接优秀民企成
为国企、央企旗下2级、3级、4级、5
级公司，让民企享受央企、国企待
遇，提升股东背景，增强谈判优势，
获得更高的融资和授信，投标、承
接项目更有底气！”

据记者调查，在央企聚集的北
京，提供类似业务的中介不只吴涛
一家。他们多为工商、税务等代理
服务机构的员工，通常会在微博、
贴吧、招聘论坛等平台发布大量相
关信息，并通过特殊字体等隐晦方
式，留下联系电话。

之所以隐晦，是因为这种“挂
靠”操作时常会被央企“打假”。继
今年2月多家中央企业相继发布声
明，对被冒名、被虚假挂靠的情况
进行说明，近日，中央企业再次集
体行动，重拳出击打击假冒国企。
10月 22日，国务院国资委更是在
官网直接公布了涉及353家企业在
内的假冒中央企业名单。翻看央
企本轮打假的名单，可知“李鬼”之
泛滥。正是由于这场由央企主导

的打假行动，民企挂靠国企的乱象
在近期有所收敛。

在上述名单公布后，这些代办
挂靠业务的中介开始谨慎起来。
以吴涛为例，此前，他朋友圈中关
于央企挂靠业务的信息，发布频率
基本保持在每天一次。但自10月20
日以来，他再没有发布过类似信息。

“现在能够挂靠的资源比较
少，您也知道最近曝光了一大批企
业。”记者以寻求挂靠的某民营企
业股东身份，与一位曾发帖介绍央
企挂靠的中介沟通时，他作出了这
样的解释。

10月 26日，另外一个同样从
事类似业务的张姓中介则表示，大
约一周前（国资委公布名单之际）
就都不做了。“现在打听这事也没
有用，要做的话后面可能能做，但
短期‘白扯’。”

不过，这个隐秘的江湖也不是
就此风平浪静。10月 25~27日，记
者以民企寻求挂靠国企、央企的诉
求，联系包括中海亿涟（北京）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海亿
涟）在内的5家机构。其中，中海亿
涟相关人士在得知诉求后，迅速挂
断了电话。此外，也有两家机构表
示给领导汇报后再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中海亿涟曾推
介操作将公司挂靠在中粮贸易（深
圳）有限公司之下，成为大型央企
的4级子公司，报价300万元。

另一家在朝阳区万达广场注
册的中介机构工作人员李明（化
名），则在 10月 27日下午不到 3个
小时的时间内，向记者提供了两家

“能把控”的可对接资源。

“挂靠”行为明码标价
央企打假行动持续且密集，揪

出“李鬼”的行动也颇有成效，但这
并不意味着“挂靠”的空间已经被
完全封死。换句话说，空间减小并
不意味着没有操作的余地。

在利益面前，打击力度加强也
让“假央企”甘愿付出更高的成
本。在吴涛看来，这些年来民企挂
靠国企、央企的操作一直存在，但
随着打假频率、力度增加，相关价
格也在发生变化。

“我们就是介绍渠道，收费标
准也都不一样，一般每年都是 300
万（元）以上。”吴涛向记者透露，在
央企的下属企业中，能够挂靠的一
般都是四级公司往下，级别太高的
话做不了，现在没有愿意做的。

在经过两日等待后，10月 27
日下午，李明向记者提供了两家

“能把控”的资源。从工商资料来
看，这两家公司均有中字头央企的
背景，其中一家是北京北行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行科技）。工
商信息显示，北行科技成立于2017
年 3月 1日，其最终控制权属于国
务院国资委全资控股的中国南光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光集
团），该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中国
南光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南光
进出口）持有北行科技全部股权。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显示，北行科技的经营范围包括：
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
术推广、技术咨询；企业策划；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经济贸
易咨询；翻译服务；承办展览展示
活动；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调查；会
议服务；软件开发；应用软件服务；
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数据
处理中的银行卡中心、PUE 值在
1.5以上的云计算数据中心除外）；
电脑图文设计；产品设计；基础软
件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不含演出）；文艺创作；模型设计；
包装装潢设计；教育咨询（不含出
国留学咨询及中介服务）；公共关
系服务等。

这家经营范围令人眼花缭乱
的公司，踪迹甚是难寻。进入2021
年以来，因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
营场所无法联系、未依照《企业信
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
限公示年度报告，北行科技已经两
次被北京市石景山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且截至
目前一直未被移出。

就是这样一家经营异常的企
业，却成了中介口中“能把控”的资
源。对于挂靠在北行科技旗下的
收费标准，李明表示，现在是300万
元/年（包含中介费用），“挂三成四”
（最终成为央企四级子公司），这个
公司名额也没几个了。

从股权关系来看，按照李明的
说法，在挂靠完成后，寻求挂靠的
企业股权，将出现在北行科技的子
公司名下，也就是央企南光集团的
四级子公司。对于相关情况是否
如中介所述，记者多次尝试联系北
行科技，但其电话一直未能接通。
不过，在与南光进出口方面的一次
通话中，记者却被告知了北行科技

“李鬼”的身份。“没有、没有、假
的”，对于北行科技是否为旗下公
司，南光进出口一位人士在听完问
题后，迅速向记者回应：“我们之前查
过他们的资料，并已经报警处理。”

“假央企”之间也有往来
让南光进出口方面也颇为无

奈的是，虽然早已经报警，但截至
目前，北行科技仍是南光集团旗下
全资控股的二级子公司。工商变
更信息显示，2021年 1月 18日，在
一次投资人变更中，南光进出口成
为北行科技的法人股东，自然人股
东王蓓、姚林退出，公司的企业类
型，也从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变为法
人独资。

从南光进出口方面的表态来
看，在这次变更后，身为央企南光
集团子公司的南光进出口就发现
了北行科技的异常情况，并作了报
警处理。但在2021年，这家被列为
经营异常的企业，却还是有开展相
关业务的痕迹。

启信宝信息显示，北行科技的
高管只有执行董事兼经理张翼、监
事王美宝两人，该公司对外投资涉
及有 6家全资子公司，其中山东亚
菲供应链有限公司、煜通（北京）科
技有限公司均是今年新成立的企业。

此外，就在今年 1月投资人变
更后不久，2月 7日，北行科技代替
和田中核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和田中核），成为湖南南
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南南光）100%股权的持有者。

从背景来看，湖南南光就有诸
多蹊跷之处。比如，16家没有关联
的企业，与湖南南光拥有同一个联
系电话；目前持有湖南南光 100%
股权的北京中民景山科技有限公
司，在今年7月12日被北京市海淀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列入异常经营
名录。此后的7月28日，北行科技
退出对湖南南光的投资。也就是
说，从2月份进入到7月份退出，北
行科技作为湖南南光的全资持有
者只持续了不到半年时间。

记者注意到，在变更到北行科
技名下之前，湖南南光曾真实地存
在于一家被中核集团打假的“假央
企”麾下。湖南南光的前任股东和
田中核背后，是被国务院国资委重
点提及的假央企。

工商资料显示，北京锦曦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曦旅
游）持有和田中核的 100%股权，中
国华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华宇）通过全资子公司华宇
中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锦曦旅游
全部股权。而在国务院国资委 10
月 22日公布的假冒中央企业名单
中，中国华宇位列被公示的 353家
假央企名单首位。

早在 2018年 2月 6日，中核集
团公众号就发布声明称，中国华宇
不是中核集团出资设立的公司或
企业。中国华宇设立的各种冠以

“中核”字号的号称中核下属公司
的企业或机构，均未经过中核集团
批准。华宇公司及其子公司各类
行为均不能代表中核工业集团及
所属成员单位。

被中核集团多次打假的中国
华宇还曾“忽悠”多家A股上市公
司 。 2017 年 12 月 ，平 潭 发 展
（000592，SZ）公告称，拟以现金约
6.32亿元购买中国华宇旗下中核
新源资产。在中核集团发布澄清
声明后，平潭发展于2018年3月26
日终止了上述资产重组计划。

虽然“李鬼”终究变不成“李
逵”，但“李鬼”搅局A股并不是个
案。在媒体对中国华宇“假央企”
骗局连续展开调查后，融钰集团
（002622，SZ）、迪威迅（300167，SZ）
等多家A股上市公司已经斩断与
中国华宇旗下公司的合作。

10月 27日，记者通过国家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阅到的信
息显示，虽然中国华宇已经被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但主管部门（出资
人）信息仍为中国核工业集团公
司。本轮央企打假，中核集团仍然
在公布的名单首位提醒，其与中国
华宇无任何隶属或股权关系，也不
存在任何投资、合作、业务等关系，
其一切行为均与中核集团无关。

已有中介打起退堂鼓
近年来，遭央企“打假”的企业

不在少数，如果挂靠之后被国资方
发声明或公告澄清关系怎么办？

“没事，不合适的话，那就再找
找别的。”在被告知北行科技的情
况后，李明的淡然回应或许表明，
圈子里对这个问题已经见怪不怪。

在“李鬼”面具被揭穿后，中介
公司的保障协议也派上了用场。

“一般都是要求退款的，保障就写

在协议里面。”李明透露，一般是按
照在挂靠单位存在了几个月折合
全年，按月扣费。

“（变身央企）可以带来好处，
至少在相当多的金融机构那里，这
是实力雄厚的象征。”在中国企业
研究院执行院长李锦看来，如果

“运气好”，碰上那些无意做详实背
景调查的地方政府，还能签下利润
不菲的合同。

在利益驱使下，挂靠江湖中不
乏铤而走险之人。国务院国资委
10月 22日公布的假冒中央企业名
单中，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电建集团）“受灾”
严重，此次公告假冒集团子企业
151家，注册地遍布全国各地。

“前几年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多，一些人就借着国企、央企的名
头，揽工程做业务，打着投资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旗号，碰瓷央企身份
的企业不在少数。”一位大型正规
企业服务代理人士向记者表示。

在这些“碰瓷”行为中，挂靠是
主要方式。据记者暗访，包括李明
在内的多位中介透露，中介协助和
对方建立联系，对方则是央企或者
国企的内部人士。

为了打消记者的顾虑，李明表
示，款可以进公户，他们也可以配
合法人认证。与此同时，他还介绍
了“正经八百的流程”：挂靠公司报
表不允许亏损，央企内部需要过
会，委派法定代表人，材料统一管
理、审计。

值得注意的是，在为期一周的
暗访过程中，记者与至少五位声称
可以提供央企挂靠的人士对话，对
方均称相关手续合法、交易对方为
内部人士。

一位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人士
表示，当前国内大部分区域的企业
工商注册，均采取网上申报，在注
册子公司的认证审核上，除了要提
供母公司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照片，
还需要做法人的人脸识别认证。

不过，从近期多家央企的发文
表态来看，中介所说的“内部人”等
情况，并不见得“保真”。比如，中
国电力建设集团 10月 20日公告，
长期以来，有不法分子通过伪造相
关材料等方式，将企业注册为中国
电建集团下属子公司，以中国电建
集团下属子公司名义开展业务。

从多家央企近期发布的公告
来看，伪造公章、虚假证件恶意注
册央企子公司，已经成为“假央企”
变身的最主要途径。

记者注意到，在2019年年底中
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国务院国资
委打响向“冒牌央企”宣战的发令
枪后，清理“冒牌央企”的工作不断
推进。

2021年10月22日，在公布353
家假冒中央企业名单的同时，国务
院国资委提醒，请社会各界提高警
惕，注意防范风险，如发现其违法犯罪
行为，请尽快到公安机关报案。

如今对假央企的打击力度不
断增加，不少行走在灰色地带的中
介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前述张姓
中介人士向记者说：“我们现在都
不做这块业务了，打听这事也没有
用，都做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