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5 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 | 银发理财防骗指南：识破“高

息养老”骗局，筑牢养老底钱

5·15 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 | 当“银发经济”遇上“黑心陷

阱”，如何守住养老钱？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速，老年人的“钱袋子”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一些不法分子

利用老年人信息闭塞、渴望健康、注重养老保障等特点，精心设计骗局，给老年人群体

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守护养老钱，不仅关乎经济安全，更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体现。

一、养老理财的常见认知误区：警惕“似是而非”的陷阱

误区 1：跟风投资，邻居买啥我买啥

“老张炒股赚了钱，我也得跟上！”“隔壁李阿姨买了基金，听说收益不错！”—

—这种跟风心态在老年投资者中极为普遍。北京银保监局曾警示，跟风投资是老年理财

的一大误区。老年人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容易受周围人影响，盲目模仿他人投资行为。

然而，每个人的财务状况、风险承受能力不同，跟风投资可能会导致“一拥而上、一损

俱损”。

误区 2：盲目投资，产品不懂就敢买

面对理财机构推出的琳琅满目的金融产品，许多老年人感到无所适从。一些不法分

子正是利用这一点，通过“免费讲座”“专家坐镇”等手段，对老人进行“洗脑式”营

销，他们夸大产品收益，隐瞒风险，甚至伪造监管文件，老人经常在不了解产品真实情

况的前提下就进行盲目签约。

误区 3：贪利投资，高息诱惑难抵挡

“月息 3%，年化收益 36%！”这样的高息承诺，对许多老年人来说具有极大的诱



惑力。然而，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甚至可能是骗局。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贪利”

心理，以“养老项目”“健康产业”等名义，承诺高额回报，实则进行非法集资。一旦

资金链断裂，老人将面临血本无归的风险。

误区 4：借钱投资，杠杆炒股风险高

部分老年人对投资回报期望过高，甚至不惜借钱投资，试图“以小博大”。然而，

投资市场波动较大，一旦亏损，老人将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老年人群体一定要结合自

身实力，量力而行做好投资选择。

二、养老诈骗典型套路

套路 1：以“养老公寓投资”为名的非法集资

诈骗团伙通过组织免费旅游、参观“养老基地”，虚构“会员卡预存享折扣”“异

地养老”等模式吸收资金。

套路 2：虚假“养老理财”承诺保本保息

伪造金融牌照，冒充银行、保险公司等理财机构推销“养老专享理财”，宣称“无

风险、高收益”，诱骗老年人转账，最终让老年人追回资金无望。

套路 3：保健品/收藏品捆绑投资骗局

通过“健康讲座”赠送小礼品，诱导购买“能治百病”的保健品，或虚构收藏品升

值空间，收取高额“鉴定费”“托管费”。

套路 4：冒充公检法诱导转账

谎称老人账户涉案，需将资金转入“安全账户”配合调查，或以“补缴社保”为由

骗取手续费。

三、老年人防骗实操指南

1、不贪小便宜，拒绝“免费午餐”，对“免费体检”“低价旅游”“赠品讲座”



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骗子的高回报承诺，避免因小利落入陷阱。

2、遇事多商量，拒绝现场决策，购买大额商品或投资前，务必与子女、邻居或社

区工作人员核实，避免冲动消费。

3、保护个人信息，远离诈骗圈套，不随意透露身份证、银行卡号、密码，拒绝扫

码领礼品、填写不明表格。

4、留存证据，及时维权，保留对应的宣传资料、付款记录及销售人员承诺的录音

视频等，遭遇诈骗立即进行投诉。

防范养老诈骗，需老年人提升识骗能力，更需家庭、社会共同守护。子女多一句提

醒，社区多一次宣传，监管多一份力度，就能为老人的“钱袋子”加上层层保险。愿每

位老人都能在理性与关爱中，安享财富无忧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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