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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佳买房时机到来”“再不
买房就晚了”的说辞铺天盖地，光
是瞅一眼都能感受到那份“捉
急”。不过，买房有风险，“剁手”需
谨慎！听几句好话就心动，恨不得
立马交钱赶快住上房子，这样的做
法是非常不理智的，眼看楼市“忽
悠术”不断升级，必须来泼泼冷水
了！在这里细数开发商常忽悠买
房者的几种诱饵。

一、以集体户口清理为由
误导买房人

“没房子户口就迁回原籍了，
还观望？！”前段时间，一些开发商
在卖房时曾以“近期公安局清理集
体户口，没有房子一律迁回原籍”
为噱头，吸引买房者买房。虽然清
理集体户口确有其事，但并不是全
部的集体户口不买房都在清理之
列。

二、借划片博取注意力

“我们周边有很多重点中小
学，教育地产约不约？”“教育地产”
是楼市永远的热门，一些项目也单
纯依靠物理距离上的“就近入学”
原则吸引购房者。其实，目前在售
的很多新房项目并不具备划片资
格。项目只有在交房后，到派出
所、居委会备案才能划入学片。而
且划片政策是变动的，今年划到中
小学A后年就可能是中小学B了。

三、借房价上涨制造紧迫感

“国庆后就涨价，有意向的请
抓紧啊！”随着房贷利率的不断下
调，以及首付门槛的进一步降低，
很多项目都传出价格上涨的信
息。其实，很多就是开发商利用价
格上涨信号，吸引正在观望阶段的
购房者尽快入手，以达到自己销售
项目的目的。

四、以降息、降首付为由
吸引购房者

“房贷利率已经降到低了！不
买不科学！”近期央行已多次降准、
降息，近一次调整后，五年以上商
贷利率仅 5.15%、公积金贷利率
3.25%，是 24年来的低房贷利率。
随后，公积金购二套房低首付比也
由 30%降至 20%。不过，利好虽
多，短期内也确实能给广大“房贷
族”带来实惠，但长期来看并不会
真的能给我们省好多钱。

无论什么样的营销手段，万变
不离其宗，都是有的放矢地抓住消
费者弱点“挠痒痒”。要想不被忽
悠，一不要贪便宜，二勿听信一面
之词。毕竟咱买个房不容易，生活
已经如此艰难，认真对待辛辛苦苦
挣的钱哪！

这些保险你准用得着！

随着“双十一”的临近，
电商平台陆续推出各种各样
的促销模式，其复杂程度也
让许多网友感慨完全看不
懂。不过，在潜心研究如何
省钱的同时，网购的风险也
不能忽视。好在许多保险公
司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比如
中国人保从去年开始发起

“11·8反盗刷日”，开展免费
发放资金险保障体验活动，
提高全民防盗刷意识。除提
高消费者的意识外，保险公
司也推出了各种保险产品，
为大家的账户安全保驾护
航。如果您已经做好了“剁
手”的准备，就赶紧来看看
吧！

“双十一”网购骗局有哪些？

红包、二维码、朋友圈已
经成为消费者接触最多的诈
骗渠道。“双十一”临近，各大
电商平台会派发红包为促销
预热，不法分子借机在微信
朋友圈、微信群、QQ群等平
台派发虚假红包，或者假冒
卖家的二维码，传播木马病

毒，套取个人信息，盗取银行
账号。

扮演假客服诈骗。“双十
一”抢购高峰期，网页容易出
现打开慢、网银交易延迟等
现象，不法分子会冒充客服，
以“调单”“卡单”、机器故障、
没有收到款项为借口欺诈消
费者，取得信任后要求用其
他办法转账，以此骗取钱财。

钓鱼网站诈骗。不法分
子通过制作与正规购物网站
风格十分类似的“克隆网站”
误导消费者，通过植入木马
病毒或诱骗消费者填写个人
身份信息、银行卡信息等方
式，套取消费者信息，从而盗
取钱财。

不法分子冒充快递人
员。不法分子冒充快递工作
人员以快递丢失或损坏为
由，让消费者按其提示操作，
诱骗消费者步入骗局；或者，
以查到包裹为违禁品或涉案
为由，让消费者将电话转到

“某某公安局”清查账户，将
消费者资金转走。

谁来守护我的账户安全？

刷卡消费、手机支付等

快捷支付方式便利了人们的
日常生活，但其便捷性非常
容易让消费者忽略了潜在的
安全风险，钓鱼网站、利用改
造的 POS机复制卡片信息、
虚假WiFi等盗刷陷阱无处不
在，时刻威胁着账户资金安
全。

银行卡安全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
发展，银行卡不仅包括传统
商业银行和网上银行，还包
括手机银行和线上网络银行
等多种模式。

银行卡安全保险目前已
有多家公司推出。例如：平
安的账户安全保险，保障金
额最高可达 200万元（夫妻 2
人联保，若个人则最高为100
万元），保障被保险人名下的
银行卡、网银账户及第三方
支付账户的资金损失。

中国人保的账户资金
安全保险，保额最高位 100
万元，承保被保险人名下所
有的存折、银行卡（包括借
记卡、信用卡及其附属卡）、
网银、第三方账户等由于他
人盗刷、盗用、在 ATM机器
上盗取、转账或受胁迫的
状态下透露账号密码导致
的资金损失。以 5 万元的
保额为例，保费一年仅需要
30多元。

第三方支付账户安全

作为日常消费和理财的
重要支付渠道，保险公司自
然不会忽略第三方支付平台
的安全状况。

早在 2015年 7月，央行
等十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
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
指导意见》就曾提出“鼓励保

险公司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合
作，提升互联网金融企业风
险抵御能力。”，推动互联网
金融企业与保险公司具体合
作的落地。

从阿里系统来看，就有
“支付宝账户安全险”和阿里
钱盾等保险产品。

“支付宝账户安全险”的
保费只需 0.88元，被保险人
因被他人盗用而导致的资金
损失，众安保险将以实际损
失金额的 100%给付保险金，
最高保障金额达 100万元。
该保险承保范围为使用支付
宝提供的账户余额支付，余
额宝支付、快捷支付、集分宝
支付、信用支付和红包支付
服务时造成的损失。

阿里钱盾推出的守财
险，最高赔付 120万元，保险
范围包括支付宝，淘宝及个
人名下的所有银行卡。

为微信支付提供保险保
障的是人保财险。如果微信
用户在使用微信支付时资金
被盗，可以向财付通申请赔
付，赔付金额将根据用户实
际损失情况以及原因来确
定，不设上限。

避免网购受骗，以下
几点要牢记

保护好个人信息。切勿
随意将身份证信息及手机号
码告诉他人，携带手机出门
时不要把手机和银行卡、身
份证放在一起。

电脑上要安装绿色安全
软件，不随意浏览不明网站。

老人是网购诈骗的重要
目标之一，应向家中老人告
知诈骗的主要手段，如遇可
疑，多咨询、多证实，不要向
对方提供钱物和个人信息。

“双十一”在即，要想安全网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