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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年回本”“无风险、高收益”不可信
许多骗子会提出所谓的“无风险、高收

益”的投资项目，甚至许诺“一年、两年回

本”，对此，老年人一定要慎重，许多诈骗案

例显示，不少老人就是被所谓高收益蒙蔽了

双眼，盲目投资最后打了水漂。

2、不要轻信“预期收益率”，那不是实
际收益率

许多所谓的投资机构，会在宣传的时

候，以高额的“往年收益”和“预期收益”为诱

饵，吸引老人投资，但也应清醒地认识到，首

先这个数字很可能是杜撰出来的，其次，即

便是真的，过去的收益率不等于将来的收益

率，而所谓的预期收益率只是起到一个提示

的作用，最终的收益率还是要看产品到期后

具体公布的情况。

3、遇到豪华“大公司”要擦亮眼
“我们公司有合法工商登记执照，资金

存放在我们这里很安全。”“我们公司在全国

都有分公司，拉了下线来投资，还有高额的

奖励和返利呢。”警方提醒，不法分子往往承

诺投资者以奖励、积分返利等形式给予高额

回报；编造虚假项目或订立陷阱合同，一步

步将群众骗入泥潭。还有一些公司在豪华

写字楼租赁办公地点，聘请名人作广告等加

大宣传，骗取信任。遇到这样的“大公司”一

定要擦亮眼。

4、投资切忌随大流
“听说老李买的那款理财产品收益高，

没风险，咱也一起买吧？”这样的场景如今屡

见不鲜，老年人虽然有理财的想法，但由于

经验不足，很容易被身边的亲戚朋友所影

响。一旦老李买的是一款“骗子”产品，那么

后面跟着买的人也会一起被骗。

“天上不会掉馅饼”，大爷大妈们也要提

高警惕，不可盲目贪图超高回报率。

“无风险、高收益”投资项目不可信
调查显示：超四成非法集资受害者为老人
星报提醒：老人投资要警惕四大“坑”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许多老年人也纷纷加
入到投资理财的队伍中。但投资项目鱼龙混杂，各种
陷阱也随之而来。送米送油、免费度假、熟人推销、温
情洗脑、一年回本……在花样百出的营销轰炸下，老年
人不知不觉就成了最容易受骗的高危群体。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记
者在网上搜索“老年人投资”显示300多万条信息，其
中有关“老年人投资 诈骗”就有200多万条信息。而
在查阅相关案例之后不难发现，近年来，老年人正逐渐
成为非法集资案件的主要受害者。

为此，记者梳理了一些典型的老年人受骗案例，并
列举出老年人投资理财要注意的“坑”。 ▋记者 曾梅

案例一
投资灵芝基地
老人被骗400多万元

针对老年人的投资类诈骗，总是层出不穷。今年 3
月，合肥警方披露了一起导游借“投资灵芝基地”的名义诈
骗老年人400多万元的案件。

2016 年 5 月，67 岁的周大爷报名参加了一个老年旅
行团，去岱山湖游玩，该团由导游甘某带领。在游玩途中，
甘某趁机向老人们介绍一个位于肥东的灵芝生产基地，称
该基地发展前景好，但目前遇到困难，正在高息吸引投资。

“那个灵芝基地很大，而且导游还带我们参观了办事
处，看起来挺正规的，对方还承诺投资年利率最高将近
40%，前景也很好。”在甘某的鼓动下，周大爷动心了，先后
往该基地投入了10万元，“都是积攒多年的养老钱。”

周大爷还不是个例。据合肥警方称，一同被甘某诈骗
的，还有很多老人。他们都是在甘某带着出去玩的时候，
通过甘某介绍接触到该灵芝生产基地，并追求高利息往里
面投钱，少则数千元多则上万元，其中最多一名老人投入
了50余万元。

然而半年过去了，这些老人发现说好的高额回报并未能
兑现，就去肥东找灵芝基地讨说法，却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原来生产基地已被当地政府列入拆迁范围，基地负责人余某
在拿到拆迁补偿款后离开，不知所踪。见拿不回钱，老人们
来到合肥市包河公安经侦大队报案求助。

警方介入调查后，很快将甘某控制住。原来这是余某
和甘某合伙设的骗局，甘某还能拿到 10%的提成，甘某最
终因涉嫌非法集资被警方刑拘。

案例二
投资酒店承诺高回报
老人被骗超500万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家印有“海峰商旅酒店连锁管
理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的投资广告，在合肥市芜湖路四
处散发，24%的年利息吸引了不少人。60多岁的陆大爷就
是被骗的受害者之一。

陆大爷说，2015年8月，以芜湖路某广场为中心，一群
年轻男女拿着宣传单，见到路过的老人就上前发放，“我们
是实体投资理财，年利息24%，海峰合肥即将开办合肥第一
家‘包公文化酒店’，未来还会建设更多的主题文化酒店。”
陆大爷觉得投资酒店是实业，风险小回报又高，值得一试。

于是，和陆大爷一样，很多投资者被高额利息所吸引，
与海峰合肥签订了《旅游住宿消费合同》。此后，投资者们
经常接到业务员的电话，邀请他们到湖北总部考察，前往
外地免费旅游。旅游期间，海峰合肥组织的发红包、豪华
游、砸金蛋等活动，吸引了不少投资者增加投资额。

签订合同后，投资者们收到了利息。可在2016年6月
20日，陆大爷去领取半年的本金和利息，却发现办公地点
人去楼空，业务员也不接电话了。

为了挽回损失，陆大爷在海峰合肥办公室门口贴了一
纸通告，收集投资者的材料。如今，已经有近 150 人与陆
大爷联系，总额超过500万。合肥警方受理了此事。

调查：超四成非法集资受害者为老人

事实上，诈骗团伙的手法并不高明，骗
局也很简单，并且漏洞不少，但却频频得
手。曾办理过此类案件的一位民警称，中老
年人，尤其是中老年妇女的信息闭塞，虚构
的工程不容易被识破。面对“无本万利”的
经营模式，老年人容易相信，而且“口耳相
传”的营销策略在老年人中更有效。诈骗者
正是利用这种策略骗取了很多老年人的退
休工资或者养老金。

民警表示，非法集资案件主要涉及养生

养老、医药保健品、房地产等行业，但近年已
迅速波及电子商务、股权投资基金、P2P(网

络借贷平台)等新兴领域。有数据显示，超
四成非法集资受害者为老年人。不少涉众
型经济犯罪，尤其是非法集资类犯罪，近年
来逐渐专门以老年人为作案对象。被告人
针对老年人生活相对空虚、孤独、缺乏关爱、
辨识能力较弱等特点，大打温情牌，对老年
人嘘寒问暖，骗取老年人的信任，进而骗取
老年人的资金。

提醒：传销式诈骗要警惕

记者采访得知，此前许多诈骗机构利
诱老人去拉下线晋级，以“投资理财”“高
分红”吸引老年人掏钱的行为更是具有很
大的迷惑性。

有的在工商部门注册，经营范围是理财
咨询，却以此为幌子，号称“经过工商局审核
批准”，做的是“投资事业”。但一经调查，所
谓的投资项目要么不存在，要么根本没有吹
嘘的高收益率。

对此警方提醒，这一类企业常常打着投
资公司、保健品营销的名义，实际上施展的是
传销伎俩。不同于过去控制人身自由、强制
发展下线的传销旧手法，因此隐蔽性更强。
与此同时，欺骗对象也更多指向老年群体。
由于大爷大妈们缺少相应的金融专业知识与
辨别能力，容易受“低投资高收益”宣传的诱
惑，一些人甚至拿出毕生积蓄，却不料陷入骗
局，直至血本无归。

支招：老人投资理财，小心这四个“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