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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居民财富积累

也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老年群体，拥有了一定积蓄和

退休金，希望通过投资理财增加收入，让自己的晚年

生活有保障有品质。于是，这个群体成为众多金融机

构青睐的目标客户，与此同时，却也成了不少非法集

资、诈骗犯罪实施的重点对象，因为老年人虽然有精

力、有时间投资理财，但往往专业知识欠缺，信息获

取渠道狭窄，风险防范意识不强，且容易为高额回报

所诱惑。老年人之所以成为投资理财骗局中上当最多

的人群，除了自身客观原因，来自家庭和社会关怀的

不足是一个重要因素。

一、金融社会工作

金融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下的一个新兴领域，目前

对金融社会工作的定义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金融社

会工作的创始人 Wolsohn 认为金融社会工作是为了增强

自我感知能力、提供金融知识以及帮助人与其生活环境

中金融问题的决策机制 [1]。金融社会工作本质上仍为社

会工作，更强调结合金融服务方法与社工专业知识，以

服务于经济弱势群体。经过近十年的发展，金融社会工

作领域专业也在加快发展，金融社会工作坚持社会工作

“人、在情境中”的专业理念，一步步去实现人与其所

处金融环境之间的融合点。金融社会工作是通过金融倡

导、财融知识培育、金融管理与治疗、财富管理与资产

建设等方式来引导和帮助服务对象，掌握与金融相关的

知识，提升社会经济发展的福祉，进而促使社会群众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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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经济水平与整体生活质量 [2]。中国社会工作教育正在

开创一个新的时代。正如王思斌指出，在非协调转型背

景下，“中国发展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是由现代化进程中所

产生的新问题和社会进步所决定的”[3]。金融社会工作着

既要帮助人们参与到金融活动中并在金融活动中提高获

利的能力，又要帮助参与金融活动时避免较大风险的能

力。面对当前老年人日益渐好的生活水平，帮助老年人

获得更多理财中的福祉，也应当协助老年人避免社会中

非法集资的诈骗手段。

二、老年人投资理财的现状

我国的老龄化程度持续增加，老年人手中累积的资

产也随之增加，无论是退休金还是留存的养老金，老年

人持有的资金量增加老年人对投资、理财等金融方面的

重视和需求。金融服务业务相较于老年人来说不是明显

便利，有些服务项目需要自主完成，信息量的提取老年

人应付不来，更何况老年人缺乏金融知识以及相关的金

融技能，由此还能产生一系列金融风险、金融诈骗等问

题，老年人对于金融服务体验并不如年轻人那样收放自

如。最近几年，老年人被金融诈骗的事件不胜枚举，即

使被诈骗过仍会有第二次诈骗的风险，这也从一方面看

出我国在老年人金融服务的层面上晚上的不到位。从社

会工作角度来看，老年人对金融方面的了解甚少，对于

理财方面的认知不够全面，只看到获益时的快乐，却忽

视了投资本就伴随一定的风险。正是处于这种理解上的

偏差，不少犯罪分子利用老年人对金融理财尚“以少赚

多”的心理，操控老年人的金钱做一些违法的事情。老

年人被骗的财产有一些可以通过司法的介入帮忙取回，

但是老年人被诈骗这一现象却依旧会上演。要想杜绝老

年人被诈骗这一现象，从金融社会工作角度来看，金融

社会工作着可以通过金融与社会工作者之间的融合，运

金融社会工作下降低老年人理财诈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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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专业的知识与技能，更好的帮助老年人分析被诈骗时

的心理活动，引导老年人正确面对外界诱惑，帮助老年

人从自身预防被诈骗的风险，形成正确理财的观念，帮

助老年人通过正确的方式从金融理财中获得福祉 [4]。

三、金融社会工作支持老年人家庭

除了一部分老年人可以实现财富自由，仍有一部分

老人存在经济困扰。老人退休后只剩下退休金，满足不

了日常的生活开销。但是他们累积的财富往往以保守的

方式去维护，而不是通过投资资产建设。老年人对于金

融方面的知识、诈骗手段以及风险评估的认识浅薄。对

于社会中老年人对金融的需求以及缺少以老年人为主的

金融社会服务，金融社会工作着可以来弥补这一个缺陷，

帮助老年人更好的去参与金融服务，为老年人增加金融

所带来的福祉。澳大利亚有做出研究表明，社会工作人

员、老年人以及老年人的家庭成员之间，家庭关系网络

对老年人在不经允许的情况下，使用老年人的财产去做

一些违反老人意愿的事情，而老年人也不知道其中存在

着多大的风险 [5]。

鉴于这个方面，社会工作着不仅要将老年人当作

服务对象，还应当扩大范围至其家庭成员。老年群体

所面临的金融风险不仅来自于个人，还会受到家庭成

员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老年人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一

个弱势群体，自身是属于被照顾的一方，并且财富管

理也是由照顾着代为管理。这就会从中产生一些问题，

老年应有的财务不能实现使用自由，还会存在财务被

管理者侵吞的可能性以及管理者想当然的认为老人应

该是没有花钱的地方就侵占老人的钱财。对于这类老

人来说，在家庭关系中处于一个弱势地位，金融社会

工作者能够通过专业的知识与技能增强老年人自身的

能力，提高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改变子女对老人照

顾的模式，减少老年人感到被边缘化的处境，解决老

年人的经济困扰。

四、金融社会工作为老年人普及防诈技巧

1、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

对于那些路边送温暖，打着免费体检等类似活动

与老人沟通，老人在沟通中体验到被尊重的感觉，从而

对营销人员增加了信任。任由那些销售人员打着“对你

好”的旗号去购买一些虚假或者风险较大的产品。在选

择理财产品项目时应该多与家庭成员进行沟通，一些过

于诱惑的理财产品往往伴随的风险也比较大，这样的风

险如果承担不了就应该和家人一起商量决策出合适的理

财项目。

2、学习金融知识

当代社会下要知道投资是有风险的，做任何投资都

不会没有风险，不要抱有一定稳赚的心态。尤其现在属

于信息网络化激增的社会，任何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

都难以区分，更何况是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老年人更是

难以辨认消息的真假，对此需要多学习金融方面的知识。

老年人希望通过自己的理财增加一些收入是无可厚非的，

却没有意识到金融投资是伴有一定风险的，尤其是老年

人在被金融诈骗后，自我的谴责以及心灵上的伤害都是

不可避免的，金融社会工作者这时可以帮助和引导老年

人从被诈骗后的阴影中走出来，并且通过金融社会工作

者的的帮助，学习正确面对理财投资等金融项目，树立

一个正确的理财观念 [6]。

3、重视个人信息的保护

基于初次见面得到一些小礼品就产生的信任，以及

老年人对手机等电子产品的不会使用，就将手机交给那

些所谓“信任的销售者”进行操作，这是千万要注意的。

另一方面是根据电话接听，销售者根据老年人不懂得使

用电子产品的心理，通过对话，将老人得到的验证码等

重要信息获取，从而完成非法操作。老年人应当不随意

提供身份证、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重要信息，以

防被冒用、滥用或非法使用。

4、子女应该多关照老人生活

正是因为子女对老人缺乏关爱，才能够让老人对销

售者的三言两语给欺骗，从销售者身上感受到温暖及尊

重的背后却是金融巨大的陷阱。老人希望能够通过自己

的能力减少来自子女金钱上的负担，更希望自己仍然是

孩子们背后的支持者，有些老年人看到自己子女经济负

担较重，希望自己通过投资理财挣钱，不给子女增加负

担甚至对子女有些支持，结果却落入骗子陷阱。因此，

子女不仅不要“啃老”，还要尽到赡养责任，不能让老年

人过多为家庭再承担经济责任 [7]。

五、总结

老年人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份子，老年人对于金融的

需求是不可或缺的，对于金融这把双刃剑老年人应该如

何去把握是需要有专业的人去引领，金融社会工作者在

金融方面是具备丰富的金融知识，关于金融机构以及投

资的风险，有着较高程度的金融技能，对于弱势群体的

老年人来说，可以给他们培养金融活动的技能，并且给

他们可行的、有效的帮助。社会工作者介入金融领域来

帮助老年人获得福祉是社会工作的一份担当，能够帮助

老年人增强自己的金融能力，实现最大化的财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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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家庭地位，预防金融风险、金融诈骗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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