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教育月 

“金融为民谱新篇 守护权益防风险”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部

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有效防范金融风险，2024 年 9 月，金融监

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围绕“保障权益防风险”年度主题，联合开

展“金融教育宣传月”活动。接下来让我们来具体剖析一些典型案例： 
 

类型一：非法集资——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 

不法分子制作虚假的网络投资理财平台,通过多

种渠道引诱受害人到平台进行投资,刚开始以少

数收益吸引受害人投资,在受害人加大投入后通

过平台后台控制涨跌,假装钱财全部亏空等手段

实施诈骗。 

 

案例： 

李某伙同多人搭建“富途”“佰盛”等多个虚拟

股票配资平台。平台方统一提供资金账户用于平

台出入金,代理方虚构自己系正规券商旗下代理、提供高杠杆配资等事实,隐瞒资金实际不流

入股市的真相,组织业务员通过发送股票诈骗虚假盈利图片、谎称有“内幕消息”等方式引

诱被害人至平台充值,并扮演“荐股老师”“老师助理”指示、诱导被害人反向操作、频繁

交易、购买波动股,造成被害人本金及手续费等损失。 

 

安全提示： 

1. 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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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金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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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金融消费者要树立科学理性的投资理财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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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二：电信网络诈骗——冒充银行客服类诈骗 

违法人员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受害人信息,冒充银行客服人员,发送虚假的银行卡查询链接,要

求被害人填写个人信息、银行卡卡号及密码并引诱被害人告

知银行短信验证码,从而划走资金,导致被害人财产损失。 

 

案例： 

在江西打工的王某接到一个电话,显示的是个陌生的个人号

码,对方自称是某银行客户经理,告知王某其信用良好,有资

格提高其信用卡的透支额度。王某心想信用卡额度高点比较

方便,银行打来一些营销电话也正常,还不用去网点,便应允



了。按照对方要求,王某将自己在该银行办理的信用卡卡号、有效期、卡背面数字验证码等

信息告诉了对方。随后,对方称银行正在审核,需要王某提供动态密码确认,王某信以为真,

便提供给了对方,直到资金被划走方知被骗。 

 

安全提示： 

1. 接到陌生电话必须核实对方身份,对于自称工作人员的人,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2. 对于所谓"工作人员”发来的链接或二维码,不点击、不扫描,避免遭受钓鱼网站和木马

病毒的侵害。不要轻易泄露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等重要信息。 

3. “96110”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专用号码,专门用于对群众的预普劝阻和防范宣传等工作。

如遇到此号码打来的电话,务必接听。 

 

 

类型三：“征信修复”骗局——征信修复类诈骗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急于消除不良信用记录的迫切心理以及对“征信修复”概念的误解,以

“征信修复、洗白、铲单、代理、咨询”等名义发布广告,借机收取高额代理费用,通常不良

信息修改失败后不予以退款或直接跑路。 

 

案例： 

张某因疏忽发生贷款逾期,找银行咨询、沟通,寻求

删除不良记录未果后,在网上找到一家所谓“征信

修复”的机构,并按要求将 1万元定金、一张自己实

名办理的手机电话卡和一张银行卡交给这家机构,

约定事成之后再付 2万元。一个月后,该机构告诉张

某征信逾期已修复成功,要求张某付清全部余款。张

某随即将事先承诺的余款转给该机构。当张某查询

信用报告后,发现有关信息根本没有修复,于是再次

联系该机构讨要说法,才发现对方已“失踪”。无奈

之下,张某只能选择报警寻求帮助。 

 

安全提示： 

1. “征信修复"是完全不存在的概念。所有规范征信业、征信机构的相关法规、文件、制

度中,均未提及“征信修复”的概念。 

2. 金融消费者如果认为征信机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的,有权向人民

银行征信中心或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出异议,要求更正。 

3. 金融消费者应树立依法理性维权意识,直接向金融机构、监管部门公布的官方渠道反映

诉求,进行征信异议申请或投诉,或通过法律诉讼等方式依法合理维权。 

4. 金融消费者应珍爱信用记录,提高信用意识,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 

 

 

类型四：假币骗局 

常见案例 

1. “以大换小”： 

不法分子常常用大面额假币购买小额物品的方式，骗取“找零”的真币。  

2. “先撕角后掉包”： 



不法商贩以经营小饭店、小商铺或出租车等行业作

掩护，乘顾客不备，用假币调换顾客支付的真币，

谎称面额大“找不开”或钞票有问题（例如将假币

撕掉一角），将假币退还顾客，请顾客重新支付。 

3. “仓促交易”： 

不法分子趁客户急着赶车、赶飞机或以下车地点不

方便停车为由，催促客户赶紧付款，付款后迅速找

零（假币）便立即离开。 

4. 购买商品： 

不法分子多在傍晚或夜间光线昏暗时，直接使用假币在小商店、小摊点、农贸市场等地购买

商品；或利用部分群众对假币警惕性低的特点，到农村集市、农牧山区等地购买农牧产品。 

 

安全提示——辨别真假人民币技巧： 

1. 眼看：看外观。看票面颜色、图案、花纹、水印、安全线等特征是否正常。 

2. 二摸：摸行名、盲文点、国徽和主景图案是否有凹凸感；摸纸币是否薄厚适中、挺括度

好。 

3. 耳听：通过抖动钞票使其发出声响，根据声音来判别人民币的真伪，人民币的纸张，具

有挺括、耐折、不易撕裂等特点。手持钞票用力抖动、手指轻弹或两手一张一弛轻轻对称

拉动，均能听到清脆响亮的声音。 

4. 测：借助简单仪器进行真伪识别，一是借助放大镜来观察票面线条的清晰度，胶、凹印

微缩文字等；二是用紫外灯光照射钞票，观察有色和无色荧光油墨印刷图案，纸张中不规

则分布的黄、蓝两色荧光纤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