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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六大典型老年人金融骗局!

帮老年人远离诈骗陷阱已成为热门话题。2月17日，“不要让老人独自参加陌生人
饭局”“售价5000元的保健品进价仅9元”话题冲上热搜。这样的诈骗手段其实并
不是新花样，北京商报记者采访多位消费者发现，其实，除了让老年人信以为真的
保健品骗局外，还有多种类似的金融诈骗手段，更是让其防不胜防。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分析师苏筱芮表示，老人会成为金融诈骗的重点目标主要存
在两方面原因，一是老年人日常较少接触数字化产品的使用，缺乏相应的防范意识
；二是老年人通常拥有一定的退休养老积蓄，对投资增值也有一定需求。

针对此类骗局治理，苏筱芮建议，首先应当在主流渠道开展大规模宣传，提升老年
人的数字素养，将老年人作为反诈工作的重要目标对象；其次，从基础设施方面，
鼓励正规金融机构就各类产品实施适老化改造，并结合适老业务的特征打造特色化
生态平台；最后还要加大对不法分子的打击力度，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树立一批
大案、要案以震慑市场。

博通咨询金融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同样称，一方面需要加强老年人对金融的认知，
不要被短期的高收益蒙蔽，为了贪小便宜吃大亏。另一方面，社会也要更加注意满
足老年人的需求，体谅老年人，相关的金融产品在设计上就要考虑老年人的风险承
受能力。

北京商报记者 刘四红

■ 以房养老

打着投资养老名义，承诺高利率回报。忽悠老人将房子抵押贷款，然后将贷到的款
项投资于号称每月可得10%-15%的高息“理财项目”，老人将房产处置权交给理
财公司。最初每月老人能收到相应的回报，一旦资金链断裂，老人不光收益和本金
得不到归还，连自己的房子也会被强制过户，老人最终或面临“钱房两空”的境况
。

■ 理财神器

假冒国有企业背景，宣称比余额宝还可靠，存1万元能赚3000元，并号称门槛低、
周期短、收益率高，下载App就可投资，邀请好友就能获得上万元红包，这些自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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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理财神器，通过虚构国企背景、保本保息承诺获取老年人信任，再通过虚构
项目、高收益诱导老年人充值投资拉人头，虽然这种“投资”一开始能尝到甜头，
但很快平台会以各种理由无法提现甚至失联，目前该类诈骗受害者不少是老人，超
百万元投资款血本无归

■ 政策补贴

 

冒充国家机关，给家境贫寒又久病缠身的老年人打电话，谎称能为他们向国家有关
部门申请“政府补贴”和药费补助，通过收取高额邮寄费、代办费、手续费等形式
进行欺骗误导。

 

■ 虚拟货币

 

号称不用投钱可以“零撸”，用户通过手机就能“挖矿”，发展下线就能“推荐返
利”，骗子打着“钱包”“挖矿”等概念的币圈资金盘接连出现，而中老年人群往
往成为主要的被围猎对象。这类虚拟币资金盘往往是以“0门槛0投资”的方式出现
，再通过“推荐返利”的方式引诱老人发展下线，让部分老人尝到甜头后加大投资
，但需要注意的是，大部分后来者都会血本无归，本质还是“击鼓传花”的游戏。

 

■ 稀有藏品

 

以“限量发行”“高额回报”“绝世珍藏”等宣传语隐忧，吸引老年人投资，一些
不法分子还许诺在短期内会帮助老年人将纪念币进行拍卖以实现“收益翻番”，其
实只是售卖一些外表华美的工艺品或翻版印制的纪念钞，没有任何价值，也无法再
次出售获利。

 

■ 私募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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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子利用“私募众筹”“合伙人”“海外股权”“天使投资”等新兴金融概念混淆
视听，给老年人设置各种陷阱。老年人购买产品结果变成合伙人，而合伙投资需要
承担风险，最后被告知合伙企业无法正常盈利，老人们才发现之前投资的其实是不
法分子注册的空壳公司，而投入的资金已被转走或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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