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5 投资者保护 | 守护“银龄防线”：

识破非法金融活动，守护养老钱袋子

护航夕阳红：警惕那些针对老年人的金融骗局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各类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老年人由于对新技术的适应能

力相对较弱，往往成为不法分子觊觎的对象。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一些不法分子针对老年人

的知识盲点和心理弱点设计陷阱，不仅威胁到了老年人的财产安全，更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

因此，深入了解并揭示这些非法金融活动的本质及其运作机制，显得至关重要。

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成非法金融活动的目标？

信息不对称：老年人通常对最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了解不多，这使得他们难以分辨合法

与非法的投资机会。

缺乏风险意识：部分老年人在退休后希望找到一种方式增加收入，但往往忽视了投资理

财的风险，尤其是高回报率的诱惑。

情感需求：一些诈骗者利用老年人渴望得到关心的心理，通过建立亲密关系来获取信任，

从而实施诈骗。

技术障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新型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而许多老年人对这些新技

术不够熟悉，这增加了他们被骗的风险。

非法金融瞄准老年人的“伎俩”扫描

以下为一些常见的诈骗形式：

（一）投资养老项目诈骗

这类诈骗通常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幌子，吸引老年人参与所谓的“养老公寓”、“养

生基地”等投资项目，通过虚构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投资项目，承诺高额回报，来达到最

终骗取巨额资金的目的。此外，还有案例显示，犯罪分子会设立虚假的养老院或健康管



理中心，诱骗老人投入资金。

（二）虚假投资理财诈骗

诈骗分子常常伪装成正规金融机构，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虚假理财产品信息，诱导老

年人投资。例如通过假冒基金公司的形式，在网络上进行虚假宣传，承诺高额回报，实

际上却操控后台数据控制盈亏，骗取投资者资金。

（三）文玩收藏诈骗

一些诈骗者会声称拥有稀有的古董或者艺术品，并邀请老年人参与拍卖或购买。当

老年人支付款项后，却发现所购之物价值远低于实际支付金额，甚至可能是伪造品。

（四）健康养生诈骗

这种类型的诈骗多以销售所谓特效药物、保健品为主，宣称可以治疗各种疾病。比

如，某些诈骗团伙会组织免费讲座，向参会的老年人们推销高价但无效的产品。

防范建议与保护措施

以下几点建议尤为重要：

提高金融知识水平：鼓励老年人参加由社区或银行等金融机构组织的金融知识讲

座，增强识别非法集资的能力。

警惕过高的回报承诺：任何声称能够带来异常高收益的投资都应该引起警觉，特别

是那些要求立即行动的提议。

谨慎处理个人信息：提醒老年人不要轻易泄露个人敏感信息，包括身份证号码、银

行账户详情等。

寻求专业意见：在做出重大财务决策之前，最好咨询专业人士或其他可信赖的家庭

成员的意见。



加强法律法规教育：普及相关法律知识，让老年人知道如何维护自身权益，以及遇

到问题时应向哪个部门求助。

构建坚固的银龄防线，既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也需要每个家庭给予足够的关注

和支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帮助老年人远离非法金融陷阱，确保他们的晚年生活更加

安心、舒心。

保障金融权益 助力美好生活 基金行业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