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理财消费勿入“黑洞”

如今，随着民众理财观

念的变化，全民理财已经成

为一种趋势，成了市民生活

中的一部分。理财产品和投

资 途 径 也“ 乱 花 渐 欲 迷 人

眼”，变得越来越多。面对林

林总总的理财方式，有些市

民在没有完全了解的情况

下，选择投资理财方式，结果

却发现这些理财方式只是

“看上去很美”。

“3·15”又到了，关于“维

权”的讨论再次热起来。不

少市民向记者“诉苦”，讲述

他们所遭遇的理财陷阱。“如

何进行金融维权”已成为市

民关心的一大焦点。记者梳

理了市民理财时容易掉入的

几个陷阱，理财专家建议，市

民在投资理财时不要盲目追

求“效益”，加强自我防范意

识，不要轻信盲从。

谈正民 整理

网上银行在给客户生活带

来方便与快捷的同时，潜在的

风险也悄然显现。犯罪分子以

制作假银行网站和群发短信等

方式，通过骗取被害人登录假

银行网站进行升级，利用技术

手段窃取被害人银行卡的账

号、密码、口令等信息，转移被

害人银行账户内的资金。

市民张小姐收到一条信

息，称她持有的某国有银行 E

令次日过期，请她尽快登录某

网址进行系统升级。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不法分

子套取了用户名、密码等关键

信息后，迅速通过网上转账方

式转走该网银用户的资金。

“其实国内网上银行经过十

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一整套比

较完善的安全机制。”多位银行

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各家银行均有自己的“防盗

秘籍”，包括密码、手机短信认

证、口令卡、U盾、手机交易码等。

建议：正规银行一般都是用

固定的短号码发送短信：如中行

是“95566”，建行是“95533”，工

行 是“95588”，农 业 银 行 是

“95599”等。

业内人士建议，如果发短

信的是一个陌生的手机号码，

一般都是诈骗短信。如果收到

类似“你的动态口令将过期，请

尽快登录升级”等信息，一定要

致电给银行进行核实，加强自

我防范意识，不要轻信盲从。

陷阱一 网银被“钓鱼”

车主张先生的车追尾，追

尾事故后在正规 4S 店进行维

修，但因差价问题，多次主动沟

通无果，市区内某保险公司依

然没有拿出可以接受的方案，

对方车主也在不断催促赔偿。

“买保险的时候，保险公司

业务员承诺旧车全损可赔新

车。”张先生为此懊恼不已。

据了解，张先生购买的二

手车此前已行驶7年多，但上保

险时，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还

是要求他按新车价格投保车损

险，否则不予投保。尽管他是

按照新车价格投保车损险，如

果轿车被撞报废，保险公司最

多赔偿给他新车价格的一半左

右。这让孙先生想不通：保险

公司按新车收费，却按旧车价

格赔偿？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

一些车已经行驶多年，却一直

按照刚购买的价格投放保单，

并没有扣除汽车的折旧费用。

建议：“当车主续保时，保险

公司一般会提供两种续保保额，

一种是按照新车的购置价格续

保；另一种是通过除掉汽车的折

旧费用，按照汽车现在的价值续

保。”某保险公司工作人员表示，

旧车投保车辆损失保险应该按

旧车实际价值投保，而不是按新

车购置价投保。因为车一旦出

事故报废的话，保险公司只会赔

你的实际损失(折旧后价值)，不

可能赔你一辆新车(或等值的金

钱)。按新车购置价给旧车投保

违反了保险法的某条规定，多赚

了保户一大笔钱。

陷阱二 旧车保险按新车收费

陷阱三
预期收益=实际收益？

“不是说比存款收益还要高，

怎么最后一点收益也没有呢？”最

近，市民李女士遇到一件烦心事，

在某银行投入5万元购买了理财

产品，现在却被告知不但没有收

益，反而还亏了500多元。

李女士告诉记者，一年前，她

到市区一家小型商业银行去存

款，银行工作人员“建议”她购买

一款一年期的理财产品，收益约

为 4%。不料，前段时间这款产

品到期后，银行却告诉她，这款

产品不但没达到 4%收益，反而

亏损了。李女士无法接受，于是

找银行讨说法，但对方却告诉

她：当时我们说的4%的收益，指

的是“预期最高收益率”，并不是

指实际收益。

建议：“目前，不少市民都有错

误的观念，认为银行的理财产品都

和存款一样，是稳赚不赔的，从而

盲目投资导致风险。”对于如何防

范理财产品的“潜规则”，理财师建

议，不要单纯依据收益高低而选择

购买产品，一定要看清产品说明书

中是否已注明产品属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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