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性投资与理财，老年消费者避坑小妙招！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消费者投资意识随之不断增

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金融产品来实现资产的保值、增

值。其中，老年消费者作为金融消费市场的重要群体，受年

龄、文化程度及信息接收来源等因素影响，风险认识和防范

意识相对薄弱，如何提高老年消费者防范意识、防止掉入陷

阱，小编为大家整理了投资、理财诈骗常见的手法及套路，

提醒老年消费者擦亮眼，守好钱袋勿乱投！ 

 

老年消费者四类“投资误区” 

 

误区一：跟风投资。有些老年人“投资理财看邻居、看熟人”，

别人炒股他炒股，别人买基金他买基金，别人买理财他也买。

老年人在投资渠道上切莫跟风，投资要做到清醒、理性、不

盲从，否则一辈子的积蓄可能会付之东流。 

 

误区二：盲目投资。有些老年人面对市场上花样繁多的金融

产品不知如何选择，容易被一些巧舌如簧的人员欺骗，在不

怎么了解产品的情况下盲目投资，造成资金损失。在购买金

融产品时，一定要仔细了解产品背后的运作模式、风控措施

等，不可盲目跟风。 



 

误区三：贪利投资。不法分子以“高额利息”为诱饵进行集资

诈骗，不少老年人因贪图高利被骗而导致血本无归。集资诈

骗通常虚构与其承诺回报相匹配的项目，缺乏实际业务支撑

和盈利来源，极易发生卷款跑路、资金链断裂等风险。 

 

误区四：借钱投资。有些老年人误将投资与赚钱直接对等起

来，认为只要花钱投资就一定能挣到钱，催生借钱投资等高

风险行为，一不小心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老年人投资

切记量力而行，从自身的经济实力出发，避免高于自身能力

的风险投资行为。 

 

投资理财类诈骗实施手法 

 

第一步：以“保本高息”虚假宣传吸引消费者。不法分子假借

债券投资、股票投资、贵金属投资、外币投资等概念，鼓吹

有“投资理财神器”，并宣称“稳赚不赔”，以高返利、按月返利、

保持现金流等噱头吸引消费者关注。 

 

第二步：以“专家内幕”虚假消息诱导投资。不法分子通过社

交软件添加消费者好友，将其拉入“投资”群聊，然后冒充投

资导师、理财专家，以“投资暴富案例”“直播课”骗取消费者信



任，再以有“内部消息”“会员渠道”“特殊资源”等诱骗消费者参

与投资。 

 

第三步：以“投资返利”虚假平台转移资金。不法分子通过伪

造或仿冒投资平台，向消费者发送虚假链接，引导消费者下

载 APP 进行投资，并以小额投资返利作为诱饵，不断引导

消费者加大资金投入。不法分子随后迅速转移资金，甚至利

用消费者急于提现的心理，以“登录异常”“服务器维护”“银行

账户冻结”等名义，收取所谓“保证金”“解冻金”等，进一步扩

大消费者资金损失。 

 

 

老年人消费者投资理财   

“三要”“五不要” 

 

一要充分认识自身风险承受水平。老年人消费者在购买理财

产品前，应配合银行理财经理如实进行风险测评工作，测评

个人风险承受能力等级，再选择购买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

匹配的理财产品。 

 

二要全面了解理财产品。理财产品属于投资类金融产品，消

费者在购买理财产品前，应认真阅读和研究产品条款，对产



品类型、风险等级、适合投资者类型、投资范围、盈亏规则

等进行充分了解。建议老年人消费者亲自阅读理财合同，与

家人商量，不懂就问，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 

 

三要打破思维惯性。老年人消费者应树立风险意识，正确认

识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各类宣传资料，客观分析，理性判断，

仔细甄别，审慎独立做出投资决定，警惕“安全”“保证”“承诺”

“保险”“避险”“有保障”“高收益”“无风险”等与产品风险收益特

性不匹配的各类不当表述，避免偏听偏信。 

 

一不要购买非正规渠道产品。选购理财产品时，不要与个人

或非正规机构签订投资理财协议，应通过银行等正规渠道购

买，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二不要一味追求“高收益”。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

的理财产品，不要一味追求“高收益”而陷入“高风险”的漩涡。 

 

三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消费者要做好投资策略选

择，遵循合理分配原则，以便分散理财风险。 

 

四不要相信“保本”产品。资管新规实施后，不要相信存在“保

本保息”或“零风险”的理财产品。 



 

五不要相信收益率过高的产品。谨防收益率远超正常水平的

理财产品，以免掉入非法集资骗局，造成财产损失。 

 

当前，市场上可供选择的投资产品是多种多样的，比如

银行存款、国债、基金、保险、理财、股票等，每种产品具

有自己的特点及风险点，建议老年人消费者结合实际情况进

行选择，但要本着风险适配，投资前一定要跟据自身的实际

情况，做风险评估，选择正规金融机构，以安全稳健、低风

险投资产品为主，理性且审慎投资，防范金融消费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