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爸妈旅了个游竟买回一套海景房
不仅背上10年房贷想退也退不掉

看房团为啥会盯上老年群体重庆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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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支招

“有价无市”的海景房让人糟心

为了及时止损，刘亮已把老人因购
房办理的银行贷款紧急取消了。“但是
3万多的首付款，加上抵出去的酒，一
共7万块钱却没办法拿回来。”而这不
是最糟心的，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海景
房的实际价值。刘亮查了他的母亲购
买附近的真实房源情况，“基本上就是
单价1000元左右。小房子基本是十万
出头，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成交，没有
人买。我妈是以6000多块钱的单价买
的，总共花了40多万。”

一位湖南网友称，2010年他家花
60万买了一套海景房，“家里长辈喜欢
那里的环境，夏天会去住几个月避暑，
但现在降价厉害，感觉亏死了。”

网上的“同款爸妈”并不少，一位浙
江宁波的网友发帖称，十几年前爸妈被
忽悠包飞机包吃住去玩，结果一同去的
邻居们一人买了一套，“当时买的58平
20来万，现在中介收房只出价6.7万，
真是卖也不是不卖也不是”。

“旅游购房团”缘何屡禁不止

记者发现，事实上，多年前就出现过
外地购房团乘大巴到海滨城市买房的

“盛况”。如今，到处办推介酒会、招揽老
年人以旅游的名义去看房的活动仍在继
续。山东、河北等地都存在以免费旅游
的方式诱导老人参团买房的情况。

北京金诉律师事务所主任王玉臣表
示，这种现象很早之前就有，甚至他家里
的老人也差点被忽悠买了所谓的海景
房。“大概2019年的时候，家里老人看上
了河北的一套海景房，销售说能落户还
送面积，公摊也特别小。毕竟我是做房
产法律这个专业的，老人在签合同之前，
带着我去了一趟。经核实才发现这房子
根本不是住宅，产权只有40年，公摊高
达40%多，落户更不可能。所谓的送面
积实际上就是后续加违建。”

那么，缘何这类忽悠老人的“旅游
购房团”屡禁不止？刘亮处理妈妈买房
的经历或许能说明：经咨询律师和公安

部门，刘亮得知类似的报案很多，但由
于签订的卖房合同是真实的，不涉及诈
骗，钱款很难拿回来。海景房的价格也
没有超过当地房管局备案的最高价，所
以也没有办法申诉。

看房团盯上老年群体的原因

王玉臣分析认为，这种“看房团”之
所以会盯上老年群体有多重原因。

首先，老年人具备一定的经济基
础。通常情况下，老年人具备储蓄金或
退休金，具备较为稳定的经济基础和较
强的购房能力；其次，老年人具备养老
需求和消费意愿。部分老年人会具备
改善生活和养老环境的想法，对于养
老、宜居、旅游等存在较高的意愿和需
求；第三，老人辨别信息的能力较弱。
老年人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对于复杂
的、更新较快的市场信息缺乏一定的辨
别能力，更容易相信相关销售人员的话
术，掉进购房陷阱；第四，老人较为感性，
容易冲动消费。老年人可能会受到现场
氛围、相关销售人员热情推销的影响，产
生不好意思拒绝或冲动消费的心理。

但从看房到最终买房整个过程中，
销售或者中介人员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的。他们在介绍房屋、宣传的过程中可
能会存在避重就轻、虚假宣传等行为，
导致老年人对房屋的认知存在偏差，进
而做出不理智，甚至是错误的决策。此
外，还可能会通过嘘寒问暖和心理施压
等方式，促使老年人购房。

买房过程中，购房资格、贷款申请
年龄、后续还款能力等审查又是怎么通
过的？王玉臣解释，不同地区、不同银
行的相关政策可能存在一定差异，购房
资质、贷款资质等审核的标准可能较为
宽松，或者存在漏洞。为了促成交易，
有些中介或开发商可能会协助老人提
供一些虚假的证明材料，使得老人能够
满足相关的资质。而银行的相关风险
评估也存在一定局限。银行在审核资
质、评估风险时主要通过申请人提供的
相关材料，难以准确、全面地对老人们
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和核实。

王玉臣指出，如果在销售的过程
中中介或者开发商故意隐瞒重要信
息、做出虚假承诺等，导致老年人基于
错误认识或重大误解购买房产，那么
很有可能构成欺骗，应当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
中，销售的很多承诺都是口头承诺，加
上老年人的取证意识薄弱，取证将会
是难题，如果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很
难证明存在欺骗行为。

为保护老人权益
子女该怎么做

对于后续的处理，王玉臣建议，子
女在发现老人购房的第一时间，与老
人一起对购房过程进行复盘、取证。
梳理当下手中掌握的证据，看证据是
否完备。比如通过购房合同中具体的
条款约定能够证明中介或开发商存在
欺诈、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如果证
据比较充分，可以直接提起相关的民
事诉讼，主张撤销购房合同，并退款；
如果证据并不充分，可以与相关销售
人员取得联系，看是否能够补取相关
证据。与此同时，也可以与相关销售
人员进行协商，尝试退房。

根据相关规定，监管部门有责任
对房地产市场进行监管，打击虚假宣
传、欺诈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如果
协商无果，可以向当地的住建局、房管
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投诉，
要求相关部门介入、处理。如果相关
部门不作为，可以视情况提起相关违
法查处，如果相关部门没有在规定的
时间内履行职责，可以进一步提起相
关违法查处或行政诉讼。此外，如果
相关部门对开发商或中介的行为进行
了认定或处罚，可以以此为依据，提起
相关民事诉讼，要求撤销购房合同、返
还购房款并视情况争取赔偿。

王玉臣提醒，作为子女最好和老
人随时保持联络，多关心老人的日常生
活。日常生活中，很多子女由于工作繁
忙等与老人缺乏沟通，导致老人在买房
时不会与子女商议，子女也根本不知道
老人被忽悠买了房，等到知道的时候为
时已晚。如果老人已经不慎掉入此类
陷阱，也不要对老人过于责备，可以一
起努力，解决问题。对于家中有老人的
朋友也要“未雨绸缪”，把一些经常出现
的套路提前告诉老人。天上不会掉馅
饼，不要有占便宜的心理。在一些旅游
城市，部分旅游团、酒店、餐饮甚至出租
车，都是和开发商有合作的。他们在为
游客提供服务时，可能会产生其他心
思，引导购房。

此外，还要告诉老人不要轻信售后
包租、以租养贷。对于旅游地产，开发
商往往会打着“售后包租”的名义销售，
以此打消购房人的后顾之忧。但是，售
后包租本身就属于明令禁止的行为。
国家之所以禁止售后包租，正是因为其
风险实在太高。市场的培育、项目的运
营等是受一系列因素影响和决定的，很
多开发商根本不具备这个能力，后续可
能会有很多隐患和纠纷。

据北京青年报

老妈买海景房连首付都凑不齐

打电话、跑银行、找律师、查资
料……最近，刘亮的大部分时间和
精力用在了母亲刚买的一套房上。
他为此感到筋疲力尽。而这一切的
开始，是他的妈妈突然要把家里存
的各种酒拿出去抵给别人，房子的
事情才暴露出来。

“第一次拿酒给别人的时候，我们
就觉得很奇怪。多次询问后，她才说
了买房子的事情。”刘亮说。老人家首
付都凑不齐，销售就鼓动她看看家里
有什么东西可以抵扣房款的，前前后
后拿出去的酒价值三万多元。得知原
因后，刘亮赶紧上网查询，发现有很多
老人花几百元报团旅游，却在外地买
了海景房的例子。在搜索相关信息
时，词条中往往会自动带着“骗局”这
个关键词。这更让刘亮意识到事情并
不简单。

刘亮说，他母亲是经人介绍报了
一个低价旅游团，顺便去看了海景
房。等到了目的地，那里的销售人员
就开始推销房产。刘亮告诉记者，销
售的话术很多，“说海边的房子适合养
老；在那边也能找个老伴；还给孩子留
一套海景房；如果不想住的话可以出
租，甚至公司帮忙转手卖出去等等。”

刘亮不是唯一为此烦恼的年轻
人。福建的网友乐乐（化名）表示，她
的母亲也是报了旅游看房团从而在外
地买了房，回来后还隐瞒家里所有人，

“看了她手机账单才知道这个事情，我
们一家人被搞得不得安宁，但最后老
人三万多定金也没要回来，一想到这
事就来气。”乐乐吐槽，她的母亲被洗
脑办假证买房，还处处为销售说话。

“60 多岁的母亲，出
去旅个游竟买回一套海景
房，退也退不掉。”最近，湖

北的刘亮（化名）一家因为这个事被
搞得焦头烂额。然而刘亮的“烦恼”
并非个例，不少有着类似经历的网
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省吃俭用了
一辈子的爸妈，出去旅个游,回来却
背上了房贷。看房团为啥总盯着老
年群体去买“有价无市”的海景房？
记者进行了一番调查。

老年团被带去看海景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