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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仓案开庭 李旭利否认隐匿
被指非法获利超千万元，称一直在配合调查；控辩双方在是否利用职务便利获利等方面存争议

新京报讯 （记者吴敏）
前知名公募基金经理李旭利
老鼠仓案昨日在上海开庭。
辩护律师为李旭利做无罪辩
护，在庭上李旭利否认有隐匿
行为，而控辩双方在是否利用
职务便利获利、是否下达指令
等方面存在争议。

李旭利称赴京为配合调查

上海警方在开庭前一周
的通报中指出，案发前李旭利
获悉其被证监部门行政稽查
后选择了隐匿，并断绝了与原
有社会关系的一切联系。后
上海警方在北京市公安机关
的协助配合下，于 2011 年 8 月
13日在北京将李旭利拘捕。

据参与旁听庭审的《21 世
纪经济报道》报道，李旭利昨
日在庭上否认隐匿，称一直在
配合调查，主动和各方面沟
通，他指出如果知道案件已经
转到经济侦查，就不会去北
京。李旭利称，在 2010 年已经
知道证监会在调查，如果想跑
早就跑到国外去了。

从前两起获刑的老鼠仓
案例来看，许春茂案被认定为
有自首情节，最后判处有期徒
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
210 万元，退缴赃款等。而韩
刚案则判刑一年。

据报道，李旭利称上海证
监局说手机打不通，所以未能

直接去配合调查，种种误会导
致失去了自首的机会。

从盈利规模上看，李旭利
案盈利超过千万，超过许春茂
和韩刚案。

是否下令买股存争议

根据公诉人指控，李旭利
在 2009 年 4 月 7 日，在交银施
罗德公司旗下基金股票交易
信息尚未披露前，指令某证
券营业部总经理李志军，在
李旭利实际控制的证券账户
内，购买了工行和建行股票，
交 易 累 计 成 交 金 额 达 到 约
5226.4 万 元 ，获 利 总 额 约 为
1071.6 万元。

据报道，控辩双方在是否
下指令买股、以及是否损害投
资人利益等方面存在争议。

公诉人指控 4 月 7 日李旭
利下达买股票的指令，李旭利
方指出，李旭利与李志军是否
通话并指示买入工行建行是
最核心的信息，除了口供外，
并无其他证据证明。

公诉人认为，李旭利对李
志军的交易没有提出反对，也
没有改变交易密码，对李志军
的权限进行限制，事后所有利
益也归自己，因此李旭利必须
负全部责任。

李旭利在最后陈词中表
示，这件事情中他既不是完全
无辜的，也不是主观故意。

《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利用
基金财产为基金份额持有人以
外的第三人牟取利益，给基金
财产或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
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然而，在层出不穷的“老鼠
仓”案例中，投资者维权却几乎
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数
据显示，自 2004 年《证券投资
基金法》实施至今，可统计的基
民维权案例仅4例。

证券律师宋一欣表示，对
于“老鼠仓”行为的惩处，如何
让权益受损者积极参与追偿

损失，确定“老鼠仓”行为的责
任人及连带责任人；如何分别
在投资关系或信托关系中确
定因果关系和举证责任，都是
现行法律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老鼠仓”案件的民事赔
偿，法律专家建议，此类民事诉
讼应一般适用《民事诉讼法》规
定的诉讼代表人制度；也可借
鉴《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代表
诉讼制度”，从制度层面规定从
胜诉所获赔偿金额中提取一定
比例用于对提起诉讼人的奖
励，以建立健全科学的诉讼激
励机制。 据新华社电

■ 放大镜

“老鼠仓”案投资者维权难

2005年，李旭利加入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后出
任投资总监。

2009年7月，李旭利加入上海一家私募基金。
2010年10月，李旭利从私募基金辞职，随后传出因公

募基金时期的问题遭证监会调查。
2011年7月，证监会调查完毕将案件转交上海警方。
2011年8月，李旭利在北京被捕。
2011年11月，证监会通报李旭利案，指其涉嫌利用未

公开信息交易非法获利超千万元。
2012年6月，在开庭前一周，上海警方通报李旭利案

指出其有隐匿情节。

■ 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