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到 3 月， 消费者权益
保护尤受关注。 这几年，金融市

场迅速发展，新产品不断亮相 ，为消
费者带来了便利。 然而，由于服务不规范
以及消费者保护意识不强、 识别风险能力
不高等原因， 金融也成为消费纠纷高发领
域。在生活中，我们要当心哪些金融陷阱？
怎么提升风险识别能力？ 遇到麻烦如
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
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消费

者和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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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码嵌入木马病毒，电信诈骗花样繁多

当心，别落入这些金融陷阱！

网购支付不要随便扫码，
注意区分收款码与付款码的功能

“网购支付也要小心，不能随意扫商家发来的二维
码。”江苏南京市玄武区居民沈丽一次在家中用手机浏
览购物网站时，看到一家不错的网店，选中了几件衣服
后，与店家联系付款发货，原本就是支付完成后收到货
物、再确认付款的流程，不料却发生了变数。

店家告诉沈丽，由于店铺最近刚刚重新改版，换了
收款账户，以前的账户暂时无法收到钱，希望沈丽能直
接通过扫他们发来的二维码付款，还答应给沈丽优惠，
沈丽一听觉得没什么问题就答应了， 随即扫码付款
2001.5 元。

第二天，沈丽发现迟迟未收到店家发货的消息，以
为是店家忘了，就通过网站留言，但过了很久都没人回
复。沈丽在店铺页面找到店家的联系电话，打过去发现
无人接听，之后再次拨打发现竟已被对方拉黑，她这才
明白自己是落入了骗子的圈套。

在网购过程中，一些平台原本会有“收到货物再确
认付款” 的交易担保机制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然
而， 若不法商户在消费者支付环节骗取其使用购物平
台监控外的扫码方式进行付款， 一旦消费者扫描不法
商户发来的收款码进行支付， 钱款将直接进入不法商
户账户中，原本的保护机制就会失效。

消费者不仅不能随便扫商家的二维码， 自己的二
维码也不能随便泄露。随着扫码支付的普及，一些不法
分子利用部分消费者不熟悉收款码和付款码的具体功

能实施诈骗。
前些天， 河南郑州市自由职业者吴铭洋在某网站

预订了一份外卖，几分钟后，一名自称是该餐厅服务员
的小伙子打电话联系。

小伙子说，因为他自己操作失误，给吴铭洋多做了
一份所订餐品， 愿意便宜 5 元卖给他， 否则自己要交
30 多元全价赔偿。 吴铭洋心生怜悯，觉得做服务员不
容易，多买一份也没什么损失，就按照小伙子说的进行
付款码支付。

然而，付款码刚发过去，吴铭洋就发现自己的支付
账户被人划走了 999 元。他赶紧打电话给那个小伙子，
却已联系不上，再通过网站联系外卖餐厅。外卖餐厅表
示并没有这名所谓的服务员， 吴铭洋感慨：“没想到一
个不留神泄露了付款码，竟会造成这样的损失。 ”

消费者还应引起重视的是，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目前
条码支付发展不规范，支付条码容易携带恶意代码、木马
和病毒的特点，窃取用户敏感信息甚至盗取用户资金。

发生金融纠纷及时投诉，银行应多发布消费提示
遇到钱被盗刷怎么办？ 有人

会说， 找银行挂失、 到公安局报
警。但是，最近家住北京市丰台区
的卫薇薇遇到工资卡被盗刷的情

况，很郁闷。
一天，卫薇薇正在商场购物，

刚刷了一笔几块钱的账单， 手机
却收到了成功支付 100 元的短信
提示， 她很纳闷这 100 元是怎么
被刷走的， 于是打电话询问银行
客服。

银行客服回复说， 这 100 元
是通过易联支付刷走， 并且是在
知道了卫薇薇银行卡号和密码的

情况下， 以手机充值的方式从卡
中划走， 又问卫薇薇不久前还有
一笔 30 元的付款是否由她本人
操作。

卫薇薇一听吓着了， 如果不
是那天注意了一下短信提示，不
知道自己的卡还会被刷走多少

钱。 而且这张卡是她的工资卡，绑
定了很多账户， 如果卡号和密码

都已被泄露，损失将无法估量。
钱能找回来吗？ 银行客服的

回应让卫薇薇很不解。 银行客服
说 ， 系统这里能看到前后一共
130 元是给哪个电话号码充值 ，
但想找回这 130 元， 还需要她本
人去公安局报警， 然后等待公安
局办案处理。

“明明已经查到对方的电话，
但无能为力， 为了 130 块钱还要
报警， 在公安局那里都算不上重
要案件， 想想要付出的时间和精
力，就觉得还是算了吧。 ”卫薇薇
告诉记者， 不法分子的犯罪成本
那么低，自己的损失却不小。最后
不仅 130 元没找回来， 为了防止
再被盗刷， 她还到工作单位有关
部门更换了工资卡， 然后把之前
绑定的账户全都解绑。

刘俊海认为， 在消费者落入
诈骗陷阱时， 一般会想到找金融
机构进行投诉。 原则上，银行等金
融机构对消费者有安全保障义

务。 若消费者否定刷卡交易，认定
为盗刷，银行应认真受理。 目前来
看， 银行等金融机构更多的是在
诈骗事件发生后有所为， 今后更
应加强宣传指导， 经常发布消费
提示，避免消费者重蹈覆辙。

对消费者来说， 一旦发生盗
刷事件， 持卡人要注意收集相关
证据，比如银行卡消费明细、网上
交易明细、出境旅游证明等，积极
联系银行，向警方提供线索。

若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产生金

融消费争议怎么办？《中国人民银
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

法》指出，原则上应当先向金融机
构投诉。 金融机构对投诉不予受
理或者在一定期限内不予处理，
或金融消费者认为金融机构处理

结果不合理的， 金融消费者可以
向金融机构住所地、 争议发生地
或合同签订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

机构进行投诉。
（据《人民日报》）

警惕电信诈骗，少些“脑子一热”，提高保护个人隐私信息意识
去年 12 月，甘肃兰州市居民

唐鑫通过某旅游网站订购了一张

早上 8 点 40 分起飞的机票，到达
机场后， 机场人员告知唐鑫该航
班因延误时间过长已取消， 请他
联系之前订票的第三方平台办理

改签或退票。于是，唐鑫通过手机
搜索该旅游网站客服电话并反映

情况。
客服称， 唐鑫的情况是办理

航班改签业务，需要再交 2000 多
元费用， 并问他是否有手机银行
或附近是否有 ATM 机，客服得知
唐鑫所在地点有建设银行 ATM
机后， 就指引他通过该机具转给
客服提供的指定账户 2016 元。

过了一会儿， 唐鑫并没有收
到改签成功的短信，就起了疑心，
找到该旅游网站的官方客服查询

后发现自己遇到了诈骗。 但好在
发现及时， 唐鑫随即致电账户所
在的兰州银行，撤销了那笔交易，
避免了资金损失。

近年来， 电信诈骗的手段不
断翻新， 严重危害个人财产安全
和合法权益， 甚至有不少高学历
的人也会被骗。 这其中的很多时
候只是消费者 “脑子一热”“一时
大意”，往往过不了多久就能意识
到上当受骗。 为将资金阻截在被
诈骗分子转移之前， 中国人民银
行发布文件，从 2016 年 12 月起，

除向本人同行账户转账外， 个人
通过自助柜员机转账的， 发卡行
在受理 24 小时后办理资金转账。
在发卡行受理 24 小时内，个人可
以向发卡行申请撤销转账。

发现被骗还能撤回， 这条政
策让不少人松了一口气。 中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会长刘

俊海认为， 消费者平时应当注意
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尽量选择信
用度高的企业或机构购买东西或

刷卡消费，不要贪图小便宜。在信
用状况不清楚的情况下， 不要在
网站或手机客户端上预存银行卡

信息甚至其他重要信息， 防止信
息泄露并被不法分子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