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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为进一步做好消费者权益保护及宣
传教育工作，建行淮南市分行认真部署，迅速
行动，掀起以“进厅堂、进商圈、进社区、进乡
村”为主要内容的“四走进”活动热潮，切实帮
助解决消费者关心的难点和痛点问题。

一是进厅堂
各支行在电子屏幕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向

办理业务的客户发放宣传折页，为客户解答维
权问题和消费者权益问题，提醒客户防范各类
虚假宣传和高额利润诱骗，保护好自己的钱袋
子。

二是进商户
组织辖内员工走进周边商圈，上门开展消

费者权益保护和反假类知识讲解，手把手传授

“四招快速识别假币”的技巧，并推荐建行商
户、建行生活、信用卡等金融产品。

三是进社区
组织辖内员工向广大社区居民，特别是老

人和小孩等易受侵害群体，讲解消费者的权利
和简单的维权渠道和方法，提醒居民要防范网
络贷款、刷单返利等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利益。

四是进乡村
组织辖内员工走进裕农通服务点，将防范

金融诈骗、银行卡安全用卡、识别假人民币、远
离非法集资等宣传折页发放到村民手中，面对
面为村民宣讲建行普惠金融产品，得到了村民
一致好评。

本报通讯员

建行淮南市分行

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系列活动

近日，建行淮南市分行召开了青年座谈
会。会上，4名部门青年骨干、9名支行先进青
年代表参加了座谈。

青年员工围绕青年劳动竞赛感受、问题及
建议、好经验分享等进行发言。建行淮南市分
行相关负责人结合大家的发言，逐一点评。

建行淮南市分行相关负责人强调，青年
要珍惜市分行提供的机遇和平台，脚踏实地，
敢于思考，敢于行动，敢于表现，将自己的理
想和价值融入到全行高质量发展中，为市分
行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通讯员 吕晓洁

珍惜好机遇 分享好经验

开展“四走进”活动 为消费者排忧解难

近年来，山寨版金融App及虚假金融客服等诈
骗手段层出不穷，令投资者防不胜防。《证券日报》
记者连日来多方采访调查，揭示这类金融诈骗背后
的套路。

山寨金融App真假难辨

近日，王先生在某App上申请了30万元额度的
贷款，但“客服”告知他，因“借款人账户信息不符”，
贷款被冻结，需要提供银行卡卡号进行解冻。王先
生输入卡号后，“客服”又以输入卡号错误为由要求
他用 App 向指定账户转账支付 6 万元用以解冻贷
款。幸运的是，期间银行机构工作人员发现并戳穿
了该骗局，避免了王先生出现6万元的损失。

上述案例是山寨金融 App 诈骗的典型手法。
据记者调查，山寨金融App一般与官方正版App使
用相近的字，图标设计也十分相似，一时让人难以
分辨，但进入界面后却“别有洞天”，山寨App界面
混乱，弹窗满屏飞，小额返利、低息贷款等均是常用
诱导套路。

通过多家持牌机构及官方通报案例综合来看，
山寨金融App套路大致分为以下几步：第一步，用
户在网络上浏览贷款信息后，常常会有陌生人通过
电话或是聊天软件等形式添加好友；第二步，以“秒
到账”“无利息”等幌子向用户推荐App或者发送链
接下载，并让用户填写各项基本信息；第三步，以放
款需要“手续费”“押金”等名义，诱导用户缴纳一定
额度的费用；第四步，以“信用不良”等名义煽动用
户继续交钱。

某持牌金融机构相关负责人提醒，“下载金融
App要认准正规渠道，且正规机构不会在为客户办
理贷款过程中冻结客户银行账户，不会收取保证
金、认证金等费项。如果用户收到以机构名义要求
点击不明链接、下载不明软件而预先收取任何费
用，大概率为金融诈骗。”

虚假金融客服骗局引关注

除山寨App外，虚假金融客服等诈骗手段同样
多发。陆女士曾接到自称某金融类平台客服电话，
称陆女士在网上有违规借贷需要处理，如不及时处
理会影响征信。陆女士对虚假客服的话深信不疑，
并按照指示一步步被骗超10万元。

某金融类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该类骗
局通常以两种形式出现，第一种是冒充产品客服告
知用户将本期还款金额打至虚假对公账户，骗取当
期还款金额；第二种是冒充客服告知用户一次性还
款则可减免全部贷款息费，引导消费者将全部还款
金额一次性打入对公账户。

“骗子在社交媒体、网页发布大量虚假客服电
话，导致该类诈骗频发，给用户、企业都造成了不少
损失。”上述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为更好保护消费者，很多机构目前已针对金融诈骗
成立专项团队，遏制此类诈骗。

多位受访者认为，对于虚假金融客服诈骗套路
的应对方式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接到所谓的“客
服”电话，应第一时间通过官方平台进行核实确认；
第二，不要开启屏幕共享，屏幕共享会同步手机屏
幕显示的全部内容，比如弹框显示的短信验证码、
银行账户、密码等；第三，身份信息、银行账户、验证
码、各类密码要妥善保管。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咨询顾问
苏筱芮建议，用户应增强网络安全保
护意识，不要访问不正规的网站及点
击来历不明的邮件和链接。相关部门
在通过线下巡查等方式加大监测力度
的同时，也应加强金融科技手段的运
用，力争早发现、早处置，并及时对外
披露相关金融诈骗套路及案例，以提
高民众的警惕性。

来源：证券日报

金融诈骗套路多

山寨App
背后暗藏猫腻

今年以来，部分开发商为尽快出清库存增加回款，以“零首付”“送首付”“你买
房我还贷”为噱头的营销口号层出不穷。

记者调研发现，所谓“零首付”并非不需要购房者支付首付款，而是开发商采取
做高合同价格，或提供垫付资金等手段“帮助”购房者融资支付首付款。业内人士
指出，此类营销方式和操作手段看似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但实际上增加了消费者的
负债成本，且涉嫌虚假宣传和违规贷款，加大了购房者的资金风险和信用风险。

“零首付”另有玄机

日前，苏州市某楼盘打出“零首付、
拎包入住”的广告。据了解，所谓“零首
付”，并非不需要支付首付款，而是开发
商通过做高合同价格的方式，增加购房
者可贷出的按揭贷款额度，并建议购房
者申请“装修贷”等消费类贷款获取资
金支付首付款。

该楼盘销售经理举例说明：“例如，
房子的实际价款为100万元，按照七成
贷款比例，首付款需要30万元，贷款为
70万元。开发商可以为购房者做高合
同价，将合同价提高至 140 万元，这样
购房者就可以从银行贷出 98 万元，在
实际支付中，首付款仅为2万元。对于
这部分首付款，购房者还可通过申请

‘装修贷’进行覆盖。”
面对购房者对虚假合同的担忧，上

述销售人员说：“可以签订两份合同，一
份以实际房价签订，是购房者的真实购
房价格，并开具发票；另一份以较高房
价签订，是购房者向银行申请按揭贷款
时提供的证明材料。”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零首付
零月供”“送首付”等房地产广告在部分
地区出现。开发商通过为购房者提供首
付款融资等方式来实现所谓“零首付”，
例如，允许购房者分期支付首付、开发商
或第三方垫资机构为购房者垫资支付首
付款和月供等。目前，部分楼盘营销活
动已被叫停，相关宣传已经删除或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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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多重风险

多位业内人士指出，“零首付”的暗箱操作，与
监管政策相违背，涉嫌违法违规，存在诸多风险。

从广告宣传的角度来看，根据相关规定，相关
广告必须真实、合法、科学、准确，不得欺骗、误导
消费者。而“零首付”“零月供”等广告内容与实际
情况不符，涉嫌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

从购房成本来看，开发商“支招”降低首付的

方式，表面上在短期内可缓解购房者资金周转压
力，但实际上可能扩大负债金额，形成新的贷款成
本。

河北厚诺律师事务所律师雷家茂说，购房者
若通过贷款、分期付款、机构垫资等方式支付首付
款，一般需支付借款利息、服务费等多项费用，使
实际购房综合成本增加。

此外，“零首付”“首付贷”等方式在本质上违
规，购房者还面临被银行拒贷、断贷的资金风险和
信用风险。

“首付款是购房者对自身购房能力、还贷能力
的证明，需使用自有资金支付。银行在贷前审批
时，会通过跨行系统对首付资金来源进行核查，如
果发现首付款为贷款周转资金，那么很有可能拒
绝批贷。”工商银行苏州地区某贷款经理向中国证
券报记者表示。

据中国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