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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行动
杜绝浪费

保护环境
从我做起

—— 听专家支招

老年人如何防范
金融消费诈骗

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

老年人达到2.97亿。随着人口老龄化

程度持续加深，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重

视养老储备。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社

会上有四类针对老年人的金融消费诈

骗现象，有关专家提醒公众注意防范。

 非法集资诈骗

防范入股分红、充值返现、溢价回

购等“陷阱”

根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和

中信银行 3月 14日联合发布的《老年

金融消费者风险防范手册》，非法集资

活动涉及内容非常广、表现形式复杂

多样，老年人由于缺乏金融知识、对金

融权益侵害不敏感、对相关政策不了

解等，金融权益容易受到侵害。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高

成运说，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

老年金融消费需求在社会总需求中

的比重逐步上升，而部分老年人金融

知识较为缺乏，同时老年人是数字时

代明显的“弱势群体”，因此保护好老

年金融消费者权益重在风险防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法学院副

教授方军说，从目前涉老非法集资案

件来看，常用“诱饵”有入股分红、充

值返现、预付消费、发展会员、溢价回

购、承诺返利、假借慈善、编造项目、

高利诱骗、投资理财等。

对此，方军建议，投资理财，应选择

正规的金融机构和渠道；但凡涉及“赚

钱”“投资”时，应与家人或朋友商量，共

同判断，避免造成经济损失；但凡涉及

境外投资、虚拟货币投资、区块链投资

等要拒绝；但凡遇到“稳赚不赔”“高利”

时，不能轻信；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设

定投资资金上限和支出条件。

新型诈骗

防范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及“以房养

老”、交友、养生、书画收藏等名义的骗局

守好养老“钱袋子”，老年人要防

范识别通过电话、网络和短信方式实

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特别是利用虚拟

现实技术的新骗术，以及谎称“以房

养老”、交友、养生、书画收藏等形式

的骗局。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院投资系教授陈俊华说，不法分子

利用虚拟换脸技术和模拟人声技术，

可以冒充任何人，老年人很难识别。

因此，公众应告知老年亲属，只要涉

及金融转账，哪怕是通过视频聊天，

也不能确保真实，务必通过多渠道确

认。此外，还应防范两类“陌生人”：

一是冒充税务局、公检法等国家机关

单位，以老年人涉嫌洗钱、证件有问

题、偷税等理由进行恐吓，并出示虚

假法律文书；二是假冒各大银行等

机构或平台工作人员，以手机银行升

级、金融产品升级或到期等为借口，

诱骗下载诈骗类应用程序或登陆相

关诈骗网站。

陈俊华提出防范建议，老年人

可下载国家反诈应用程序，主动学

习防诈骗知识；不轻信非正规渠道

推荐的投资理财，凡是标榜“内幕消

息”“稳定高回报”的都是骗局；网上

遇到亲友借钱，一定要先确认身份，

因为现在的技术手段可以模拟人声

和人像，务必挂掉电话再次致电亲

属、朋友来核实；不要通过第三方软

件或网站充值现金或投资，这类平台

通常是虚假平台，随时“跑路”；不要

打开陌生来源的信息；如果认为自

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或发现了身

边的电信网络诈骗现象，应及时拨打

110 报警。

委托代办

防范“委托他人办事”中委托书内

容和受托人资质风险

在日常生活中，老年人“委托他

人办事”的情形较为常见，应注意防

范委托书内容和受托人资质风险。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战

略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方彧说，当

委托他人或机构代管金钱和财产时，

受委托的人就是受托人。若受托人不

当行使权利，就容易发生金融权益侵

害。老年人应与受托人签订委托书。

方彧建议，由于委托书赋予受托

人就委托人的金钱、房产等财产作出

决定的法律权利，老年人应选择值得

信赖的受托人或机构，并确保对方清

楚委托需求。切记要认真考察机构的

资质，并把委托事宜告知亲属、朋友

等。如果受托人是个人，不能选择有

赌博等不良嗜好的人为受托人。委托

书中若涉及房产等重要资产，在签署

之前务必认真阅读、理性思考，最好

要求公证委托书。

个人金融信息泄露

防范社交平台数据泄露、恶意软件

攻击、网络钓鱼、公共网络等风险

当前老年人越来越多使用社交

软件，如微信、抖音等，需提高安全谨

慎使用意识。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金融

研究室主任王海涛说，像公园、商场等

公共互联网通常未加密，因此浏览和

共享数据不安全，如果老年人连接到

这样的网络并发起通信，熟练的黑客

可以渗透通信，监视并窃取所需信息。

王海涛建议，老年人应保护好个

人身份证号、社保账号、信用卡号、密

码和其他个人信息，切勿与陌生人或

任何非官方网站共享个人信息。办理

业务需复印证件时，一定要写明用

途，在含有身份信息区域注明“本复

印件仅供XX 用途，他用无效”和使

用日期。免费网络要谨慎接入，确保

网络环境安全，尤其是在需要进行网

上支付、银行账户登陆时，尽可能避

免使用陌生网络。

此外，定期核查个人信用记录并

举报诈骗行为。如果发现借用本人

名义开立账户的行为，则说明可能

有诈骗者在试图获取个人信息。可

以登录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官网

（http://www.pbccrc.org.cn/），

在“互联网个人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中查询个人征信记录。  （据新华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