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骗局频发：老年人如何安心“以房养老”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养老成为全社会关心的话题。在愈发
庞大的老年群体为自身养老做着安排的同时，一些不法分子也趁机打着“以房养老
”的旗号，埋下套路侵害老年群体权益。北京的卢女士就是受害者之一。

骗局频频发生

卢女士是在熟人的引导下参加了北京中安民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宣讲会，从而了
解并投资了该公司的“以房养老”项目。

按照该公司的说法，卢女士只需要签订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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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女士同意后，就在对方的安排下签署了一
系列协议。起初一段时间，卢女士确实收到了养老金，但好景不长，几个月后，贷
款公司便开始上门催债，卢女士不得不卖房来偿还高利贷。

同样发生在北京，投资人在北京泰合连城投资有限公司人员的宣传指引下，办理了
相关手续及相关投资协议，用自家房产参与其所谓高回报投资。投资人在收到抵押
款项后，按公司人员要求全部转入指定账户，随后由该公司与投资人签订相关投资
协议，约定投资期限和收益。但最终，投资人要么被他人告知房屋已过户，要求投
资人及家人搬离，要么收到房屋被拍卖的通知，并面临催收公司的各种威胁和骚扰
，落得“房财两空”。

近年来，“以房养老”骗局还呈现出分工化、链条化的特点，从而使老年人更难以
招架。高某的案例颇具代表性。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发布的老年人权益保护十大典型
案例显示，高某于多年前经人介绍，参加了一个“以房养老”理财项目，并与王某
签订借款合同，从王某处借款220万元。同时，高某将自有房屋委托龙某全权办理
出售、抵押登记等，如高某不能依约归还对王某的借款，龙某将有权出卖其房屋偿
还借款本息，双方还对相关事项进行了公证。后来，龙某作为高某的委托代理人为
该房屋办理抵押登记，并出卖给刘某。房屋转移登记至刘某名下后，龙某自称系刘
某亲属，委托房屋中介机构再次寻找买家，同时，刘某为房屋办理了抵押登记，登
记的抵押权人为李某。事实上，这一案例中先后登场的王某、龙某、李某是早已串
通好的团伙。正是借助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不法团伙的上述套路屡试不爽。

缘何难以招架

通过以上案例不难看出，在近年发生的“以房养老”骗局中，通常存在着十分相似
的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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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往往是一些企业、公司平台的所属人员以理财公司代理人或业务员的身
份作幌子，向老年人介绍其所谓具有较高年化收益的“理财产品”，说服老人通过
抵押房产获得抵押款进行投资。在老年人“上钩”后，此类机构人员便通过指引陪
同老人签署一系列协议，将老年名下的房产抵押给第三方，并许诺给第三方12%至
24%的高额利息，最终在拿到足够抵押款后携款跑路。由于老年人签署的抵押合同
主体分别是其自身和第三方，因此，抵押房产的老年人就成了第三方讨债的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表示，此类“套路贷”难以根除的原因之一，是不法分子常常在法律
空白或者规定不明确的领域，利用老年人性格特点以及寻求投、融资渠道的迫切心
理，披上“迷惑外套”变装成“以房养老”理财项目，进而非法占有老年人房产。
在对此予以严厉打击的同时，老年人群体也需要时刻保持理性和冷静，审慎选择投
、融资渠道，以免落入“请君入瓮”的“套路”之中。

北京、深圳等地打非办也在近日相继发文提醒消费者，一些企业、公司平台以可实
现“以房养老”、每月坐享高息收益等名义进行宣传，实质上是将投资人房屋进行
抵押借款，资金链断裂后房产被行使抵押权，给投资人造成惨重损失。

有待加强宣传

那么，所有的“以房养老”都是骗局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不少“以房养老”骗局在宣传时都是在打正规的“以房养老”保险的擦边
球。这里所说的“以房养老”保险，也就是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是一种
将住房抵押与终身年金保险相结合的创新型商业养老保险业务。

在此类保险产品设计中，拥有房屋完全产权的老年人通过将其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
，在继续拥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和经抵押权人同意的处置权的同时，可以按照
约定条件领取养老金直至身故。老人身故后，保险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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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14年，原保监会就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地正式启动了“以房养老”
保险试点，并在两年后扩大了试点范围。2018年，银保监会正式将这一保险产品的
试点范围推广至全国。但从现状来看，“以房养老”保险发展脚步较为缓慢。截至
2019年三季度末，仅有两家保险公司经营这一业务，期末有效保单仅一百余件，共
有一百余户家庭不足200位老人参保。

作为一种小众业务的“以房养老”保险，其意义更多的在于为居民丰富养老保障方
式，增加老年人群体的养老选择。但从近年频发的“以房养老”骗局来看，由于宣
传不到位，不仅正规的“以房养老”保险发展较为迟缓，而且在现实中出现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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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被误导受骗的情况。

对此，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保寿险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周燕芳建
议，由有关部门牵头，与有意愿参加该类业务的相关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对“以房
养老”保险进行系统化的正面宣传工作。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首席
合伙人袁爱平也表示，为减少老年人受骗，应明确将涉及“居住权养老”产品的提
供方限制为持牌的金融机构，同时应完善居住权的登记机构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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