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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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相关诈骗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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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通过第三方软件
或网站充值现金或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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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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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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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c-
cr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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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3月14日电

老年人如何防范金融消费诈骗？听专家支招
□新华社记者 林红梅 王优玲 屈婷

中消协 15 日发布 2023 年十大消费
维权舆情热点。这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
点涉及：

——电商主播言行不当引发投诉。
个别主播团队抓住部分网友猎奇和“审
丑”的心理，以女主播披头散发、装疯卖
傻作为“节目效果”完成带货等。

——民宿经营者被曝“涨价退单”“虚
假地址”。有消费者称其提前预订好的民
宿遭到经营者以房租到期、重新装修等多
种理由“退单”，实则是经营者想大幅涨价
重签订单。有消费者发现，有的民宿在在
线旅游平台上的地址并不准确，预订时定
位为地标建筑旁，实则是在郊区。

——餐饮商家不明确收费标准及服
务内容。有消费者称“一份价格不到18元
的麻辣烫，包装费就要6元”。个别连锁餐
饮品牌使用厨师现场做菜的宣传图片，
实际上是预制菜。还有部分餐饮商家要
求消费者在扫码点餐时，必须关注公众
号、授权向餐企提供个人信息。

——“研学游”“低价游”欺骗诱导暗
藏陷阱。一些机构开办的研学旅游团存
在货不对板、流于形式、价格虚高，以及
安全风险保障不到位等问题。一些旅游
团存在“不合理低价游”问题，尤其是针

对老年群体打出“低价游”“养生游”等旗
号，暗藏诈骗陷阱。

——车企售后服务停摆引发车主担
忧。2023年10月，威马汽车出现“网络服
务停摆”，导致车主无法正常使用，虽然
后续修复了网络服务，但车主的恐慌情
绪并未消除。由于新能源汽车多为定制
化智能设备，不具备通用性，车企一旦陷
入经营困境，车主的售后服务就会面临
重重障碍，乃至陷入售后无门的困境。

——第三方测评“跑偏”干扰消费
者。中消协对 12 个互联网平台共计 350
家第三方测评账号进行体验式调查后发
现，缺乏测评标准的主观性测评多，涉嫌
商测一体、以商养测、虚假测评等问题。

——知名品牌触碰食品安全底线。
“深圳一消费者投诉在某品牌奶茶中喝出
三个标签”，某品牌火锅被博主曝出卖“假
羊肉卷”，而商家在出现问题后，仅以一纸
声明即息事宁人，难以获得消费者认可。

——共享按摩椅及共享充电宝消费
体验不佳。有关共享按摩椅、共享充电宝
等共享设备经营方在运营、管理上不到
位，消费者对“捆绑消费”不满。一些共享
充电宝商家存在“好借难还”问题，如“虚
假归还点”“充电宝归还失败3天后被扣

99元”。
——“生鲜灯”改变商品外观误导消

费者。一些商超及农贸市场商家利用“生
鲜灯”给不新鲜、有瑕疵的农产品“美颜”
误导消费者购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
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给出明确回应，禁用“生鲜灯”给生鲜
商品“美颜”。

——精装房偷工减料引发业主维
权。有业主收房时发现，所谓的精装房不
仅装修质量不及预期，甚至连水、电、地
暖都无法正常使用，出现严重的漏水、墙
皮开裂、地板空鼓等问题，感叹“交房变
成维权的开始”。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梳理 2023
年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主要表现为
三类问题。诱导消费、食品安全隐患等顽
疾有所“抬头”；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的诉求未得到满足；部分经营者回应消
费者维权诉求时，只急于平息一时的舆
论风波，却没有拿出改进的实际举措。

中消协建议，保护消费者权益，要有
力回应消费者惩治侵权商家的诉求，还
需着重警惕相关事件所暴露的风险漏
洞，形成监管合力，为提振消费创造良好
环境。 据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中消协发布 2023 年
十大消费维权舆情热点

□新华社记者 赵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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