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保健品诈骗

老年人一般都注重养生，诈骗分子便借此诱惑老年人高价购买毫无用处的保健

品。一些受疾病困扰的老年人防范意识弱，便会相信诈骗分子提供的各种“神奇”
的偏方疗法。有些诈骗分子甚至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

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

施诈骗。

二、提供虚假养老服务

这类诈骗主要表现为利用上门照料、机构托管、提供床位等形式，通过诱骗中老

年人签订合同、缴纳会费、购买养老床位、预交养老服务费用等手段，非法占有

他人钱财，涉嫌合同诈骗、普通诈骗。

三、以房养老诈骗



在这类诈骗中，诈骗分子将目标瞄准老年人的房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

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前期老人还能

获得收益，而后骗子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

四、冒充公检法诈骗

这类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

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谎称要执

行逮捕，须缴纳保证金等手段，骗取老年人的钱财。

五、“缴纳养老金”骗局



这类诈骗，诈骗分子假借认识人社局、社保局工作人员的名义，一次性收取未参

保人员数万不等的金额，谎称可帮助未参保人员进行代办服务，一次性补缴社会

养老保险费即可享受养老退休金。

六、开展虚假养老帮扶

此类诈骗，诈骗分子主要假借义务诊疗、心理关爱、直播陪护、慈善捐助志愿者

服务、组织文化活动等形式获得中老年人的信任后，以多种形式对中老年人实施

诈骗。

七、“投资理财”骗局



此类骗局主要通过赠送小礼物等方式吸引老年人目光，接着以开推介会、知识讲

座等方式，虚构些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投资项目，编造虚假文件，利用老年人信息

闭塞的特点骗取信任。随后以高利息、高回报、低风险为诱饵来使得老年人投资，

甚至以拉人头投资可以享受提前返利等形式诱骗老年人加大投入或者拉人投资，

进行非法集资，最后用老年人投资的钱进行部分返利后潜逃。

八、低价旅游诈骗



这类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

强制、诱导、忽悠、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

奢侈品等商品，或者途中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

九、中奖诈骗



此类诈骗，主要以手机短信、网页抽奖等方式出现，以小利诱惑，从而使深信“中
奖”的老年人按照其一步一步设计好的步骤提供个人信息、银行账号等，最后上

当受骗。

十、冒充他人诈骗

此类诈骗多以冒充家人、亲朋、同事等身份，通过谎称发生交通事故等急需用钱

的方式联系家人打钱到指定账户，老年人听到此类消息关心则乱，往往容易上当

受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