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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怎样的骗局，让老人们陷入或将“房财两空”的境地？接下来他们又该何去
何从？ 

“这套房子是我们几十年工龄换来的，全家人仅有的一套住房，不能被人‘骗走’
。”近日，年近六旬的赵红(化名)等多位老人向新京报记者反映称，他们所委托的
以房产进行“理财”的公司疑似爆雷，目前该公司已经关门“跑路”，自己的房子
很可能因此被收走，“如今我们才发现，这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以房养老’骗局
。”

赵红等人的遭遇并非个案。近年来，伴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传统的养老方式亟
待创新，从而产生了“以房养老”等新需求，而一些不法人员也闻风而至，打起了
老年人房产的主意。

究竟是怎样的骗局，让上述老人陷入或将“房财两空”的境地？接下来他们又该何
去何从？

当事人：理财后收息仅仨月，房子或“易主”

“我们除了这套房子，就没有多少现金可用了，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好一些，才想进
行所谓的‘以房养老’理财。”2月25日，赵红向新京报记者反映称，2018年11月
，她突然接到一家名为和谐众生(中国)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谐众生
公司”)的电话，对方称有“以房养老”类的理财产品，不用出租房子也能赚钱，还
能生出一部分钱借给小微企业。

赵红表示，上述和谐众生公司推广人员进一步向她介绍称，“操作模式特别安全，
客户全程参与。你不用出钱，只要把房子拿出来，做个担保即可，不影响住，也不
影响出租，每月还能按时拿到一些零花钱，公司不会触碰房主资金，只赚中间的差
额利息。”

“本来我不想参与这个理财的，可和谐众生公司的工作人员每周每月都会给我发一
些材料，劝说我参与。”赵红告诉记者，一年后的2019年11月，她才正式与该公
司签订理财合同(具体名称为“投资咨询服务协议”)。

另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李广益(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当初，和谐众生公司服务
人员给我打电话时，声称这叫‘无本金理财’，我们获得的收益，是房子评估价百
分之五的年息，让房子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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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和谐众生公司的人上门通知，我家的房子评估价为340余万元，下
一步需要去不动产交易中心等部门走程序。”李广益回忆称，“走完程序”没多久
，他就收到了第一笔利息，“当时，全家都很高兴，一万多元的利息就这么到账了
，房子还照常住着，我们顿时对这家公司信任感倍增。”

“可是，好景不长，签订完合同第三个月，本应该到账的利息迟迟未到。该公司人
员称，受疫情影响，要晚到账一段时间。”李广益告诉记者，随后在2020年6月，
该公司工作人员又称，由于二次疫情，再次延期打款。

“接下来不久，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和谐众生公司董事长失联。然后，我
们就接到了仲裁方面的通知，如果不按期还款，就会将我们的房子强制收走。眼看
着我们的房子很可能就这样成为别人的了。”李广益如是称。

得知此消息后，2020年9月20日，李广益与类似遭遇的当事人来到和谐众生公司讨
要说法，但是该公司已经人去楼空。

骗局起底：房子被抵押贷款，负债由谁来背？

对于赵红、李广益等人的不幸遭遇，令人疑惑的是，和谐众生公司开展的所谓“以
房养老”，究竟是如何操作的？这背后有着怎样的套路，当事人的房子为何就已“
危在旦夕”？

赵红向新京报记者介绍称，“收到仲裁申请书后，我们仔细查看才明白，和谐众生
公司通过将我们的房产抵押后，从第三方获取了借款，现在无法还款了，第三方就
向仲裁委提起申请执行我们的房产。”

事实上，房产抵押一事在办理手续的过程中就可见端倪。“当时，和谐众生公司的
工作人员让我去不动产交易中心等部门，嘱咐我‘到时候让签字就签字，就是走个
程序’。最终，我也是稀里糊涂就把程序走完了。”李广益告诉记者，“现在回想
起来，和谐众生公司那时就将我们的房子进行了抵押贷款。”

但是，从合同约定层面来看，将房子进行抵押的“贷款人”，并非是和谐众生公司
，而是赵红、李广益等当事人。新京报记者在赵红提供的一份与和谐众生公司签订
的合同中看到，双方约定，甲方(即赵红一方)，通过乙方(和谐众生公司一方)的评估
、推荐，与出借人达成“借款协议”，赵红一方向出借人借取资金。同时，赵红一
方在获得借款后，再将该笔借款存入和谐众生指定的银行账户，委托和谐众生公司
为其提供理财服务，和谐众生公司按照预期年化5%(即0.416%月收益)向赵红一方
支付理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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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红与和谐众生公司所签订的协议内容截图。

据赵红介绍，她的房产70多平方米，评估价约为600万元，按照评估价七成放款42
0万元，按照约定，和谐众生公司每月支付给她的理财收益约为17000元。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违约责任，协议中有一项对应条款，“借款人不能如期按约定
偿还借款本息时，以抵押物优先受偿”。这也为后来当事人的房子面临“易主”危
机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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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红与和谐众生公司所签订的协议中约定了相应违约责任。

“复盘来看，和谐众生公司操作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闭环。”当事人王芳(化
名)称，“我们听从和谐众生的安排，将自己的房子抵押给第三方出借人，从而获取
出借人的借款。然后按照和谐众生的操作，我们将这笔借款交由和谐众生去处置，
随后和谐众生按约定给我们打‘息’”。

王芳进一步介绍称，“如今，我们与所谓的出借人约定的还款时间已到，但和谐众
生公司已没有支付能力，不可能把本金还给我们，我们自己也根本拿不出钱还款。
其实，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借款人，但所谓的出借人却拿着理财合同去申请仲裁，要
实现抵押权，也就是要收走我们的房子。”

新京报记者通过天眼查获悉，和谐众生公司成立时间为2013年6月4日，目前经营
状态为“存续”，经营范围包括项目投资、资产管理等方面，在经营范围一栏中特
别规定，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等。2021年1月，
该公司个别人员已经被限制消费。

另据上述多位当事人称，部分出借人与和谐众生公司有“串通”嫌疑，其中一些出
借人是和谐众生公司的工作人员或公司负责人的亲属。3月2日，新京报记者针对此
事试图与多名出借人取得联系，但均未获得回应。

律师：警惕“以房养老”演变成诈骗套路

事实上，上述赵红、李广益等人遭遇的“抵押房产理财”骗局并非个案。新京报记
者注意到，2月19日，北京市打击非法集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就曾发文，对“以
房养老”为名的非法集资骗局与陷阱进行了揭底，多起类似案例浮出水面。

北京市民卢女士被熟识的朋友带到一家名为“北京中安民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宣讲会，被告知只需签订协议，允许将名下的房产抵押给小贷公司，就可以每月领
取高额养老金作为回报。同意后，卢女士被对方安排签署了各种协议，也确实收到
了“养老金”。但不料几个月后，贷款公司开始上门催债，她被逼卖房还高利贷。

卢女士被骗的套路与赵红、李广益等人如出一辙，此外还有其他不同方式的骗局，
比如，北京的徐女士将抵押房产的钱款交给位于朝阳区的某理财公司进行投资，其
业务员曹某、孟某带着徐女士签署了各种文件材料。然而，在徐女士不知情的情况
下，曹某、孟某将大笔贷款转入自己和同伙的个人账户。

对于种种乱象，北京秦兵律师团队负责人秦兵称，真正意义上的“以房养老”，是
由老年人将拥有产权的住房抵押给银行或特定的金融机构，并获取收益用于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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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以房养老”发展初期，许多不法分子闻风而至，利用我国老年人普遍存在的
“养老恐慌”心理和金融风险防范意识薄弱的问题，将“以房养老”演变成诈骗套
路，成为了非法集资的重灾区。

秦兵认为，上述赵红、李广益等人的遭遇，疑似是一起典型的以房养老诈骗案件，
这些老年人为投资“以房养老”理财项目，将自有房产进行抵押，背负巨额债务，
又在不法分子的恶意串通之下失去自有房产，导致房财两失，建议相关当事人及时
向公安部门报案。在秦兵看来，如果部分出借人涉嫌与和谐众生串通“设套”故意
损害第三人权益，那么此类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应当撤销，建议仲裁委慎重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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