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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那么常见的涉老诈骗有哪些呢？
天山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法官朱雅君提醒，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

“常见的涉老诈骗有哪些类型？”

朱雅君介绍，从经办案件来看，各种类型的诈骗背后的核心逻辑都是一致的
，就是千方百计获取老年人钱包里的钱或者是房屋等财产。根据具体诈骗事
由或者套路，涉老诈骗案件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七个类型：

01

“以房养老”陷阱：

 诈骗分子将目标瞄准老年人的房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
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前期老人还能
获得收益，而后骗子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年人钱房两空。 

02

“理财神器”陷阱：

 假冒国有企业背景，宣称比余额宝还可靠，存1万能赚2000元，并号称门槛
低、周期短、收益率高，下载App就可投资。这些自称互联网理财神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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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通过手机银行转账给犯罪分子控制的私人银
行账户。

03

“私募众筹”陷阱

骗子利用“私募众筹”“合伙人”“海外股权”等新兴金融概念混淆视听，
利用老年人的知识盲区，设置陷阱。老年人以签订合伙协议的形式购买产品
，结果就成为了合伙人，而合伙投资需要承担风险，最后被告知合伙企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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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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虚拟货币”陷阱

虚拟货币现金也是通过手机软件进行投资，这类陷阱往往打着“0门槛0投资
”的方式出现，犯罪分子诱导老年人在专门开发的虚拟货币或数字货币平台
App上进行操作，号称购买虚拟货币就能有收益。

05

“高价藏品”陷阱

以“高价拍卖”“限量发行”“绝世珍藏”等宣传口号，吸引老年人，或者
是向老年人高价出售普通的纪念币、邮票、艺术品等，骗取老年人的钱财。
这种陷阱里，犯罪分子就是利用老年人对收藏品价值知识的匮乏，以及想通
过收藏品进行获利的正常心态，来实现诈骗目的。

06

“政策补贴”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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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免费旅游”陷阱

通过各种嘘寒问暖方式，取得老年人信任，以低价或免费旅游诱惑老年人，
或者是在旅行过程中强制老年人消费、购买物品，或者是欺骗老年人签订协
议后如果不去旅游，协议到期后可以无条件取回本金和一定比例的收益。

“怎样才能避免掉入‘以房养老’陷阱呢？”

                                    2 / 3



智行理财网
虚拟货币代替现金

 法官讲到，老人之所以会掉入陷阱，主要还是因为缺少警惕意识和分辨能力
。要避免陷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注意：

第一，进行任何的投资理财，都一定要让儿女知情，不要只是自己办理。一
定要充分理解落实到白纸黑字的合同或者授权书内容，而且应在子女或律师
等专业人士的帮助下操作，谨防上当受骗。

第二，不是特别急需用钱的情况下，不用房产进行任何理财活动，可以把一
切以房养老的私人宣传都视为骗局。

第三，投资理财时需时刻保持理性和冷静，审慎选择投资项目。不要轻信高
额回报，高回报意味着高风险。

第四， 如果确有借款需求，一定要选择有贷款资质的正规金融机构办理抵押
贷款手续，不要轻信没有资质的非正规公司发布的“无利息、无担保、无抵
押”等虚假宣传广告。

第五，一旦发现遭遇“套路贷”，或遭遇不法分子的电话恐吓、深夜拍门等
暴力催收，要及时向警方报案，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第六，交易过程中要注意保留双方往来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关键证据。（
记者向雅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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