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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赚10万”“3天翻倍”……这些“稳赚不赔”的字眼是
否让你心动？别高兴太早，当心落入非法集资陷阱！

4月17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公布“重庆
十大非法金融中介警示案例”，涵盖银行、保险、证券领域，包
括贷款中介骗局、征信修复骗局代理退保骗局、非法荐股等典
型骗局，帮助广大市民增强风险意识和提升防范能力。

重庆公布10大非法金融中介警示案例

稳赚不赔？当心非法集资！

提 醒

案例1
假冒“银行助贷”骗局

案例>>

张先生计划购买一辆二手车，但资
金紧张。某中介以“银行助贷签约中
心”名义通过微信联系张先生，声称可
为其办理年利率低至3.5%、最长可贷
10年的公积金信用贷，为了增强可信
度，对方还发来了某银行的贷款审批截
图和数位“客户”的好评信息。但在提
交征信报告后，对方以“征信瑕疵”为
由，要求张先生支付“定金”并承诺可为
其进行“包装”。

张先生轻信了对方的说辞，同时在
对方的要求下将手机交给对方操作，最
终张先生发现，实际贷款利率远高于对
方的宣传内容。通过咨询对应银行网
点，张先生得知相关贷款可以自行通过
正规渠道办理，但他支付的2000元费
用已无法追回。

●教训
贷款要通过正规渠道办理，贷款利

率以银行最终的审批结果为准，任何承
诺“无需审核、快速到账、低利率”的贷
款中介，都可能是骗局。

案例2
“征信修复”骗局

案例>>

小王办理的网贷有多笔逾期，个人
征信记录出现多笔不良。某日，小王收
到某中介宣称可以办理“征信修复”的
手机短信，出于对个人后续在就业、购
房等方面的需求考虑，就按照短信内容
与该中介取得联系。

他按照对方要求提供了身份证、
网贷流水和征信报告等，并支付了
3000元保证金。但对方又以“违规操
作”威胁其继续汇款，否则公开隐私信
息。在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不法分子
的圈套后，小王报警求助。

●教训
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

理，任何单位及个人无权删除或者修
改。所谓的“征信修复”往往是不法分
子利用受害者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实
施诈骗，任何承诺消除不良记录的行
为，都是骗局。

案例3
“债务优化”骗局

案例>>

由于资金紧张，赵先生难以按期偿
还银行贷款。他在网上看到某中介发
布的“债务优化”广告，声称可以指导消
费者办理贷款延期，于是点击广告中的
链接登记了个人信息。随后，中介指导
赵先生“不接银行电话”“不见银行工作
人员”，还帮助他制作了假的“大病住
院”和“收入困难”证明，并根据赵先生
的贷款金额收取了“代理费”。多次催
收无果后，银行认定赵先生恶意欠款，
向法院提起诉讼。在接到法院传票后，
赵先生才意识到受骗了，然而此时他已
无法与中介取得联系，自己不仅无法追
回“代理费”，还因为个人征信中存在逾
期记录，工作和生活受到影响。

●教训
消费者存在还款困难时，应当如实

告知金融机构并积极协商还款，贷款逾
期不仅影响个人征信记录，恶意逃避债
务的行为还将承担法律责任。

案例4
不正当“反催收”骗局

案例>>

杨先生因生意亏损，存在信用卡、
网贷等还款压力。C公司在掌握了杨先
生相关情况后，自称可以为他办理债务
减免、债务延期，并按照信用卡1500-
8000元/张、网贷平台1500-8000元/
个的标准收取费用。杨先生迫于还款

压力支付了费用，按照C公司的要求实
名办理了新的电话卡并交给C公司，随
后将贷款平台、信用卡联系方式均改为
新办理的电话卡号，并按照C公司要求
拒绝金融机构的联系。

C公司以杨先生的名义向金融机
构重复恶意投诉，企图使金融机构迫
于投诉压力为杨先生办理延期还款。
但金融机构没有妥协，杨先生不仅没
有获得债务减免，反而因恶意逾期被
银行起诉，信用记录严重受损。此时
杨先生发现，他已无法联系到C公司的
工作人员。

●教训
遇到问题请通过正规法律援助渠

道解决，切勿轻信所谓的“专业代理”。
盲目听信中介教唆不还款、不接催收电
话，会导致贷款逾期、产生征信不良记
录；贸然提供本人实名电话卡，个人信
息可能会被泄露。

案例5
“高额退保”骗局

案例>>

张某某、白某某等人利用不法渠道
非法获取金融消费者信息，宣称可以办
理“高额退保”，承诺可以帮助消费者取
得比通过正常退保渠道更多的退款，事
后收取多退资金的50%作为报酬。

他们的实际操作却是：为客户办理保
单质押业务，还欺骗消费者质押出的资金
即为退保所得。消费者不仅要向不法分子
支付手续费，同时还要承担因保单质押而
产生的还款义务。通过此“套路”，张某某、
白某某等人欺骗了数十名消费者，最终被
公安机关抓获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教训
消费者若有退保需求，请通过官方

渠道与保险公司进行正式协商，任何打
着“高额退保”旗号进行宣传的外部机
构或个人均为非法中介。

案例6
“高额理赔”骗局

案例>>

84岁的蔡奶奶因交通事故唇部受
伤，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介入调解，但
蔡奶奶在调解前结识的“黄牛”坚持主
张该伤情可评残，除医疗费外还要求保
险公司支付5万元赔款。在“黄牛”唆使
下，调解陷入僵局。

“黄牛”向蔡奶奶承诺可委托其办
理评残诉讼处理，还根据预期理赔金额
要向蔡奶奶收取2000元“代理费”，且
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由蔡奶奶自行
承担。受到高额理赔金的诱惑，蔡奶奶
答应了“黄牛”的要求。但由于受伤程

度过于轻微，该伤情未构成伤残，法院
判决保险公司除医疗费外仅赔付1120
元，蔡奶奶自行承担评残鉴定费1000
元。随后，“黄牛”已不知所终，2000元

“代理费”也无法追回。
●教训
保险理赔请通过正规渠道办理，产

生理赔争议请积极与保险公司协商、调
解。不能随意听信身边理赔“黄牛”承
诺，做到依法理性维权。

案例7
“代理退保”骗局

案例>>

刘大爷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一名自
称“律师”的博主称可以“代理全额退
保”，咨询后刘大爷与其签订协议，提
交了身份证、保单、银行账户等信息，
并支付了“前期代理费”，约定退保成
功后按10%支付手续费。随后“律师”
唆使刘大爷伪造不实信息向监管机构
进行举报，意图使保险公司迫于压力
全额退保。

在与保险公司沟通中，刘大爷才得
知自己伪造不实信息的行为涉嫌违法，
且其持有的人身保险现金价值已超过
全额退款金额，如果退保还会失去这份
保险的风险保障。刘大爷联系“律师”
理论，但对方已将他“拉黑”。

●教训
退保应通过正规渠道直接联系保险

公司，切勿相信所谓“全额退保”骗局，以
免个人信息泄露、财产受损。此外，非理
性退保后，会导致自身失去原有的风险
保障，尤其是在意外、疾病等风险发生
时，可能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

案例8
“非法荐股”骗局

案例>>

孙先生加入了一个炒股群，群里的
人都在讨论股票，氛围热烈。一位名叫

“大树”的“股神”，经常晒出“轻松赚10
万”“3天翻倍”的截图。

不久，“大树”称最近发现了一只即
将暴涨的股票，愿意“带兄弟们发财”。
在众人煽动下，孙先生缴纳了3000元

“会员费”，并按照“大树”指示购入推荐
的股票。但没想到，股票反而暴跌。孙
先生急于联系“大树”，却发现自己已被
群主移出群聊，“大树”也消失了。

●教训
真正的证券投资有风险，任何承诺

“稳赚不赔”的荐股都可能是骗局。投
资者务必通过正规证券公司操作，切勿
盲目跟风。

案例9
“境外投资”骗局

案例>>

白先生在某投资群中认识了一个
叫“金牛”的炒股“大神”。在“金牛”的
劝说下，白先生决定投资一家号称来自
瑞士的“东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为
了消除白先生的疑虑，对方还展示了所
谓的“收益截图”和“证监会批文”。

白先生陆续投入120万元。一个
月后，微信群解散，“金牛”失联。白先

生报警后得知，这家公司根本没有在中
国境内开展合法业务，所谓的“QFII批
文”是伪造的。

●教训
投资务必通过正规平台，切勿轻信

“稳赚不赔”“内幕消息”等诱人说辞。

案例10
“新三板股票”骗局

案例>>

上海的李先生是一名普通的股
民。2021年的某天，他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某科技有限公司”的业务
人员，声称公司掌握了一批“原始股”，
这些股票很快将在新三板挂牌，并承诺

“只要投资，收益至少翻倍”。
随后，对方邀请李先生加入一个微

信群。群里气氛热烈，不少“群友”纷纷
晒出“成功投资赚到大钱”的截图，甚至
有人声称：“当初投了10万元，三个月
后就赚了30万元！”

李先生被群内热烈的氛围感染，逐
渐放下戒心。随后，对方承诺“现在投
资越多，拿到的原始股就越多”。李先
生经不住劝说，先后投入了20万元。

几个月后，微信群突然解散，所谓的
“业务人员”也失联了。他随即向监管机
构求证，发现该公司根本没有证券业务
资质，所谓的“新三板股票”不过是骗局。

●教训
购买股票一定要通过正规证券公

司，凡是承诺“稳赚不赔”“即将上市”的
投资机会，十有八九是骗局。遇到此类
情况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并通过证监
会官网核实该公司是否具备合法资质。

防范非法金融骗局
需牢记以下6点

○选择正规渠道 办理金融业务
时，请认准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
等正规渠道，咨询了解相关情况，以获
取准确信息和专业建议。

○警惕虚假宣传 天上不会掉“馅
饼”，对“超低利率”“全额退保”“100%修
复征信”等虚假广告保持警惕，防范非
法中介陷阱、“套路”，避免被诱导上当。

○依法理性维权 如遇金融消费
纠纷，应依法通过正规渠道进行维权。
可积极与金融机构协商解决，或通过金
融机构客服热线进行投诉。也可通过
第三方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向司法机关
提起诉讼。

○保护个人信息 加强对个人信
息的保护措施，切勿将银行卡、身份证
等重要物件轻易转交他人，不要随意向
陌生人提供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等
敏感信息，不贸然向陌生人提供的账号
转账汇款。

○遇诈骗速报警 如发现自己陷
入诈骗陷阱导致资金受损，或发现涉嫌
违法犯罪线索，应保存好聊天记录、通话
录音、合同协议、交易截屏等证据，并及
时向公安机关反映。

○提升反诈能力 诈骗形式不断
演变翻新，伪装性越来越强，消费者要
加强金融知识和防骗知识学习，强化反
诈意识、提升反诈能力，远离非法金融
中介，保护好自身“钱袋子”。

据新重庆-上游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