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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案件频发，损害消
费者权益，扰乱金融市场秩序。为此，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日前发布消费者权益保护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
费者高度警惕此类诈骗，谨防财产损失。
　　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通常通过以下三种途径
实施：
　　步骤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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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投
资、P2P投资、外币投资等概念，推出所谓“投资理财
神器”，在网络平台发布消息宣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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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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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通过婚恋交友平台
与消费者确定婚恋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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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骤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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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诈骗造成的损失金额巨大，受骗人群众多。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提示：
　　不存在“保本高息”理财产品。根据2022年1月1日
正式实施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
见》，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管理业务时不得承诺“保本保收
益”。消费者应认清银行理财、基金、信托、期货等均不是
存款，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保本高息”“专家保证”等均
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的常见套路，应提高警惕。
　　不轻信来路不明“小道消息”。消费者进行投资理
财时应首选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并颁发许可证的金

融机构，不轻信通过网络论坛、微信群、QQ群等传播
的“小道消息”以及无合法资质的机构或人员。如对金
融业务存在疑问，可通过金融机构或监管部门官方网
站、热线等咨询核实。
　　不贪图“一时便宜”因小失大。消费者要树立科学
理性的投资理财观念，切忌侥幸心理、赌博心态。对陌
生来电、邮件推销等非正规网络途径诱导投资行为保持
警惕，不随意点击不明链接或扫描二维码，不轻易授权
非官方APP使用协议；拒绝与陌生人共享实时位置、分
享含有身份信息的照片，避免因信息泄露造成经济
损失。
　　总之，消费者应培养正确的投资理念，提高风险防
范意识和信息甄别能力，避免因个人信息泄露给不法分
子可乘之机。如不慎被骗或遇到可疑情形，应及时保留
聊天记录、转账记录、银行账号等关键信息，第一时间
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本报综合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风险提示

防范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

　　“我是在读大学生，可以办理信用卡吗？”
　　“可以！目前我们有专门为大学生群体推出
的信用卡，有各种系列联名卡，您挑选好之后扫
描办卡设备生成的二维码就可以申请办卡。”
　　这是建设银行上海杨浦支行客户经理梁曦文
在网点大厅指导复旦大学新生小陈办卡时的一段
对话。“根据监管要求，您需要落实第二还款来
源，填写第二还款人的信息，并提供证明材料，
第二还款来源方本人需到场。”梁曦文补充说。
　　开学季走进校园开办信用卡业务的银行不
少。目前，大学生申请办卡趋向于哪种方式？梁
曦文告诉记者，现在大学生习惯在线上申请信用
卡，收到面签短信通知或信用卡实体卡后，前往
网点办理信用卡面签业务。此外，对于那些未申
请过信用卡的学生，来网点办理学生信用卡，工
作人员会协助其完成开卡、激活等步骤。
　　针对大学生申办信用卡，多家银行也强调，
只有落实第二还款来源，才能释放信用额度，即
使用信用卡的透支功能。比如，农业银行推出的
大学生优卡产品提供一定授信额度，但是申请该
产品需书面落实第二还款来源。
　　为何要落实第二还款人信息？中国社会科学
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李广子表示，一方
面，大学生群体普遍年龄偏小，消费、理财等观
念尚不成熟，可能产生过度消费、过度负债等行
为，对其自身学习生活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
面，大学生群体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偿付能力
有限。一旦产生大额负债，只能依靠其他还款来
源进行偿付。因此，落实第二还款来源、确保监
护人知晓大学生信用卡申请相关情况，对于银行
控制金融风险、更好地保护大学生群体的权益都
非常重要。

落实还款来源

　　一直以来，商业银行严格按照监管部门要求，对于
大学生办理信用卡保持适度节奏。记者联系多家银行了
解到，部分银行为了防控风险，对大学生群体不予办理
信用卡。即使有的银行推出了学生专属信用卡产品，也
会在审批、授信、调额等环节全方位审核大学生办卡的
资质条件，尤其是在信用卡透支额度上严格把控。
　　银行内部人士告诉记者，不同银行要求不同，多数
银行为大学生办理的信用卡与普通储蓄卡一样，不具有
消费透支功能，只有那些开通第二还款人的专属卡，才
能有消费透支功能。
　　专家提醒，如果发生信用卡逾期现象，将会产生罚
息和滞纳金，长此以往、置若罔闻，将对征信产生影
响。此外，从近期多发的金融诈骗案件看，大学生要警
惕代还信用卡刷单、租售银行卡等金融诈骗风险。
　　“刷单”是电商衍生词，一般指店家付款请人假扮
顾客购买商品，以增加店铺订单、提高店铺排名并填写
虚假好评的行为。例如，诈骗分子常以兼职刷单为幌
子，以购物返提成、点赞得佣金等为诱饵，让受害人通
过相关APP接刷单任务，先垫付资金做信用卡帮还刷
单，完成任务后方可收回本金和对应的佣金。多数受害
人意识到上当受骗后，为时已晚。“校园反诈不能大
意，兼职刷单属于违法行为，大学生不要轻易透露自己
的银行卡、验证码、信用卡等信息。凡是以刷单为由的
兼职，大多属于诈骗。”邮储银行安徽省分行运营管理
部业务人员宋广丽表示。
　　近年来，基于信用卡征信洗白等金融诈骗招数花样
繁多，让大学生防不胜防，还有不法分子通过网站、朋
友圈等渠道发布收卡广告，以大额佣金诱导用户租售自
己的信用卡，甚至诱导用户参与转账、收款工作。北京
京臻律师事务所律师宋刚明认为，大学生需要切实了解
相关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遇到此类情况务必提高
警惕。如因“征信洗白、租售信用卡”等行为造成信用
卡逾期，应当承担偿还借款、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不
仅如此，信用卡仅限本人使用，卡片外借风险
大。如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出
租信用卡，还有可能构成“帮信罪”。

警惕诈骗风险

　　大学生群体消费意愿较强，存在较大信用卡需
求。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杜阳提醒，大学生在办
理信用卡时，要做好资产配置与消费需求方面的规
划安排，防止睡眠信用卡过多带来的相关风险。
　　自2022年7月份监管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促
进信用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通知》以来，多家银
行纷纷开启清理睡眠信用卡行动。今年以来，又有
多家银行发布清理睡眠信用卡公告，对睡眠信用卡
密集整改。
　　杜阳表示，从银行角度看，清理睡眠信用卡可
以降低银行运营和管理成本，一定程度上提升其盈
利能力，也可释放更多银行资源用于服务活跃账
户，提供更高质量的客户服务，更好地满足客户消
费金融需求。从用户角度看，睡眠信用卡可能存在
被盗刷的风险，即使信用卡长期不用也可能存在数
据泄露的风险，银行方面关闭这些不活跃信用卡可
以减少数据泄露的风险，以保证金融消费者合法权
益不受侵犯。
　　信用卡用得少或长期不用，容易引发不必要的
风险隐患。因此，大学生办理信用卡，需结合具体
情况合理评估办卡用途，学会安全用卡、合理用
卡。不用的信用卡账户应及时办理销卡业务，并将
卡片芯片磁条销毁，不随意丢弃。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李一帆表示，大学生在
申请信用卡时，应根据自身经济条件和实际情况选
择适合自己的卡产品，用卡要谨记“量入为出、理
性适度、合理用卡”原则，避免盲目冲动消费或套
现行为，形成健康的消费理念和用卡习惯。尤为重

要的是，要树立信用观念，
在使用信用卡后需及时还
款，保持良好的征信记录。
此外，在掌握基本金融知识
的基础上，更要学会关注收
支平衡，树立长期金融规划
意识。
    据《经济日报》

保障用卡安全　　近日，多家银行走进校园，面向大学生群体推出多款信用
卡产品。校园信用卡一般具有异地汇款免手续费，溢缴款可
用于消费，本地本行转出、取现免手续费，以及即时申请即时
出卡、年费减免等特点。大学生应如何用好信用卡？需要注
意哪些问题？

大学生该怎样用好信用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