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老诈骗典型案例系列一：警惕虚假“养老服务”陷阱 

 

  随着我国老龄人口不断增加，不法分子也盯上了老年人群体。他们利用老

年人辨识能力不强、渴望健康、权益保护能力弱等特点，以销售“养老产

品”、代办“养老保险”、提供“养老服务”、宣称“以房养老”、组织“养

老旅游”等名义进行诈骗，严重侵害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那么，针对老年人的骗局通常有哪些形式？不法分子是如何一步一步实现

诈骗的？老年人要如何警惕和防范此类诈骗套路？如何提高防骗能力？近期公

检法披露的典型案例按照常见的养老诈骗套路，以案说法，深入剖析诈骗手

法，守护最美“夕阳红”。 

  本期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提供虚假养老服务的诈骗套路。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入住养老机构、购买养老服

务已成为老年人重要的养老方式之一。与此同时，犯罪分子也看到了其中的

“商机”，通过吹嘘养老服务公司的实力和服务水平，以办理会员卡、预付床

位费等名义诱骗老年人预缴高额费用，骗取老年人钱财，严重影响老年人身心

健康及家庭和睦。 

  诈骗套路 

  此类违法犯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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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一：交十万元买养老床位，八旬老人被骗 

  上海市司法局日前公布一起年近八旬老人被骗的案例。黄浦区法律援助中

心法律咨询窗口日前接待了一名李姓老人。五年前，她与某公司签订了一份价

值 10万元的三年期养老养生协议，公司承诺三年后 10万元将全额返还。同时

合同期内李阿婆还可以参加公司组织的一些活动，及定期收到一点“收益”。 

  然而合同到期后，这家公司并未返还这笔 10万元的钱款，而是让李阿婆又

续签了一份一年期的合同，老人续签了。但第二份合同到期后，公司又让她再

续了一年。现在最后一次合同也到期了，可公司仍然要她再续签。而且这次合



同里的公司名称都变了。李阿婆不愿意再续签合同了，但 10万元这家公司却一

直不退还。 

  黄浦区法律援助中心值班律师在详细了解李阿婆的情况后，认为这家公司

的行为已经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乃至集资诈骗犯罪。李阿婆应当尽快带

好相关材料，向公司所在地的公安机关报案。如该公司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公

安机关会依法立案侦查。而如果案件无法被刑事立案，李阿婆可以依法向有管

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其合法权益。 

  案例二：2 人以“终身养老”诱骗千余老人 

  赤峰中级人民法院日前公布的典型案例显示，被告人刘某、曹某于 2005年

6月开始从事养老业务，2010年 10月注册成立了某老年服务中心。2009年 12

月至 2015 年 5月，二被告人以开展终生养老业务为名，向社会公众承诺，一次

性交纳一定数额的养护费，享受终生养老，根据养老人员交纳养护费用的不

同，每月给付养老人员不同金额的生活保证金直至终生。并以服务中心的名义

与养老人员签订《养护合同》或《抚养协议》。 

  二被告人以此为诱饵，在内蒙古赤峰市、通辽市、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

盟、呼和浩特市及河北省、甘肃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苏省、山东省等地

吸引养老人员一千余人，骗取养护费合计 3千余万元。2011年 3 月起，二被告

人又以养老院急需资金、扩大养老院等为由，以高息为诱饵以借款名义骗取他

人钱款 9千余万元。后因不能兑现生活保证金和高额利息，被告人刘某逃匿。 

  经法院审理，最终以集资诈骗罪对被告人刘某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被告人曹某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零六个月，

并处罚金三十万元。 

  案例三：4241 人办理“老年公寓”增值卡 

  5月 19日，襄阳市襄城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以“老年公寓”营销售

卡为手段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 

  根据公诉机关指控，2008年至 2011 年期间，被告人胡某同陈某（已判

决）先后在襄阳市出资成立了某养生中心等四家单位，均未获准向社会公众吸

收资金。2011年 7 月，胡某、陈某开始筹划营销“老年公寓”项目，聘请专人

开始组建“老年公寓”营销团队，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等途径向社会公开



宣传、售卡，主要模式为发行“老年公寓”金卡、钻石卡、至尊卡三种金额不

同的订金卡，按卡额高低享受不同福利补贴，并承诺期满可退还本金。2013年

7月，胡某、陈某开始筹划宣传发行同样具有还本付息功能的六种增值卡。 

  经查证，2011 年 8月至 2015年 4月间，胡某伙同陈某通过某养生中心等

四家单位，利用前述九种营销方式非法吸收 4241名办卡人资金共计人民币 3.5

亿余元。截至案发，尚有 2812名办卡人共计本息 2.6亿余元未予退还。 

  庭审中控辩双方就被告人胡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事实进行了举

证、质证，各方围绕争议焦点充分发表了意见。因涉案数额巨大，社会影响较

大，法院宣布休庭，择期进行宣判。 

  案例四：养老院的“预存卡”成了空头支票 

  河南检察日前披露了张大爷的上当受骗经过。张大爷退休后没事就在公园

锻炼身体，遇到了中原区某养老院工作人员散发宣传单。 

  养老院工作人员介绍，老年人可以预存钱款办理养老院预存卡（会员

卡），作为入住养老院的优惠凭证，不入住的可获取养老补贴（年利率约

4.8%-9.6%），入住的可享受护理费、床位费等费用优惠，保证三年后退还本

金。 

  张大爷听了之后很是心动，在工作人员的热情邀请下，还到养老院进行了

实地参观，抱着让养老钱升值的目的，交钱办理了该养老院的预存卡（会员

卡）。 

  像张大爷这样遭遇的老年人还有 200 余人，在办理该养老院的预存卡（会

员卡）后，养老院承诺的养老补贴迟迟没有着落，三年后退还本金的承诺也没

有兑现。该养老院通过办理预存卡（会员卡）共计吸收资金 1500 余万元，未兑

付资金 1300余万元。 

  2021 年 10月 15日，中原区检察院以该养老院实际控制人刘某某等人犯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向法院提起公诉，2021 年 11月 29日，中原区法院以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判处刘某某等人有期徒刑三年零三个月至二年不等的刑罚，并处

相应的罚金。 

  案例五：一公司假称“居家养老”非法集资 3000 多万元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日前审结了数起诱骗老年人签订《居家服务合

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 

  2014 年 8月至 2018年 5月，青岛某健康咨询有限公司以打造“领先的居

家服务管家”为名义，通过媒体发布广告、发放传单、现场授课等方式向社会

公开宣传某居家养老服务项目。该公司多次组织老年人联欢、旅游（自费）、

参观养老院等活动，并对外宣称公司有上万名员工且已为 120多万名老年人提

供了养老服务。 

  在取得老年人信任后，该公司开始向老年人介绍其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声

称其以“富足、健康、快乐”为目标，将部分养老服务需求统一委托给服务管

理平台。待产生服务需要时，该公司将携手 27大服务平台提供丰富多样的商品

或服务。该公司凭借此手段，向社会公众尤其是老年投资者非法集资，造成集

资参与人损失 3000 多万元。 

  市南法院经审理认为，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业务主管、业务员等数十名被

告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巨大，均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如何避免落入虚假养老服务“陷阱”？ 

  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机构时，应当注意甄别养老机构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必

要时可向相关管理部门进行求证、确认。 

  老年人购买“养老服务”前要与家人商量或者向专业人士咨询，牢记“没

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参加所谓的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

旅游、免费茶话会等活动，不要被不法分子嘘寒问暖、上门服务的虚假伪善

“亲情关怀”所迷惑，把自己辛苦积攒的“养老钱”送到犯罪分子手中。 

（来源：中国经济网，转引自：中国雄安官网，网址：http://www.xiongan.gov.cn/2022-

08/22/c_1211678346.htm。时间：2022年 8月 22 日。访问时间：2022年 8月 23日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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