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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专家介绍，真正的以房养老又
称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指拥有房
屋完全产权的老年人，将其房产抵押给
保险公司或商业银行，但继续拥有房屋
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同意的
处置权，并按照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
至身故；老人身故后，保险公司或商业
银行获得抵押房产处置权，处置所得将
优先用于偿付养老保险相关费用。

2014年7月，原保监会正式开展住
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2018年 7
月，试点扩大到全国范围开展。不过，
保险版以房养老的推行却市场遇冷。
目前，市面上只有幸福人寿和人保寿险

的两款产品，且参与者寥寥。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天坛人民

法庭法官助理姜宁表示，以房养老理财
骗局针对的主要是法律风险意识低、资
产价值高、对养老服务有刚性需求的老
年人群体。

姜宁说，合规以房养老的开展主体
为商业银行或正规保险机构，除这两类
主体外，其他养老公司、服务机构开展
的以房养老项目，建议老年人一概不要
参与。

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律师曹志杰表
示，对一些收益特别高、看不懂、不清楚
钱给谁用、交钱变成合伙人的投资项目，

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发现上当受骗
了，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公安机关报案，做
到及时止损，绝不能存在侥幸心理。

专家建议，公安、民政等相关部门
要加强协同治理，形成监管合力，加大
对以房养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
力度。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
华认为，作为一种金融创新模式，目前
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以房养老的产品
设计主要优先满足高龄老人、失独孤寡
老人、低收入家庭老人的养老需求，产
品品种和业务覆盖范围未来有待升
级。 （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

“每月靠房子能拿到数万元养老金”？

老年人须提防以房养老理财骗局
“每月靠房子能拿到数万元养老金”的承诺，很可能是一场骗局。57岁的北京冯女士现在面临失去一

套房子的危险，令她陷入困境的，是打着以房养老旗号的理财骗局。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北京、广东、河南等多地出现了借以房养老概念进行非法集资或者

转移老年人房产的案件，受害者损失惨重。

10月30日，北京的冯女士收到北京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她或将背上
超过560万元的债务，或将失去一套房子。

2019年3月，冯女士在北京利合济民投资
有限公司投资了房产理财项目。实际交易路
径是：冯女士与高某签订一份560万元的借款
合同，约定月利率为1.5%，由利合济民代为支
付给高某；公司将冯女士的自有住房抵押给高
某。

冯女士收到560万元后立即转账给利合
济民董事长何宁个人账户，再与利合济民签订
理财合同。利合济民的业务员宣称，冯女士可
享有以房养老的收益，担保年化收益率为
4.5%，即每月2.1万元。

冯女士收到几个月的理财收益后，利合济
民资金链断裂。2019年9月，利合济民因涉嫌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立案调查，何宁等人被逮
捕。高某到仲裁机构主张冯女士的房产权
利。仲裁机构没有看到高某与利合济民的理
财合同，认为这是冯女士与高某的个人借贷纠
纷，支持了高某。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仅北京地区在利
合济民、中安民生、普伴金服等平台上，陷入涉
房理财陷阱的房主就超3000人，且大都为老
人。

2019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侦破
中安民生养老服务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案，涉及投资人上千人。中安民生71人被
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类似的案件在全国多地发生。记者在中
国裁判文书网查询发现，广东、河南、河北等省
份均有涉以房养老理财骗局案件。

多地出现老人陷
以房养老理财陷阱案件

以房养老理财骗局的基本套路是：
忽悠老人将房子抵押换钱，投进所谓以
房养老项目，宣称每月能拿数万元养老
金。老人将房产处置权交给公司，最
初每月能收到高额回报，但没过多久，
公司失联、老板跑路，老人“钱房两
空”。

为什么这样的套路能屡屡得手？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公司打着国

家政策的旗号迷惑老年人。记者拿到
的一份利合济民宣传单上写着“响应
国家号召，实现以房养老、以房养家的
终极目的”。中安民生向老人们兜售的

所谓以房养老产品，也是打着国家政策
鼓励的旗号，宣称“以房养老是政府大
力扶持的产业”。

有的公司拉大旗作虎皮，以权威机
构名义蒙骗老人。例如自称与民政部、
全国老龄委、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等机构合作，就是中安民生吸引老年人
投资的一块招牌。该公司还开设了大
型实体门店，号称是和官方机构合作共
建的养老服务大厅，声称有国家基金托
底，营造业务合规的假象。

这类公司不仅以高额利息为诱导，
还以免费旅游、免费“名师”上课、答谢

会等名义诱骗老人参加。有的公司还
开设餐厅，成为会员的老人可享受低价
早餐、午餐。在此过程中，公司人员再
向老人灌输以房养老的种种好处。中
安民生的案件中，不少老人就是在该公
司组织的免费郊区旅游、“名师”讲课中
被慢慢洗脑的。

设计圈套诱骗老人签格式合同是
这类骗局的最险恶之处。这些公司往
往不会明确告知老人是通过抵押房产
借款进行理财，而是用“每月领取养老
金”等说辞进行忽悠，使老人深信“房屋
抵押只是走形式”。

拉大旗、设圈套诱导老人签危险合同

警惕收益特别高、看不懂的项目，合规以房养老产品有待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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