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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啦 小心骗子盯上您的钱包
厦门银联提醒：网购退款、积分兑换暗藏陷阱，市民务必保护好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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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网上购物平台
的“6·18”活动如火
如荼地进行，参与秒

杀、交定金、付尾款，不少消
费者忙得不亦乐乎。厦门银
联提醒：支付退款时应认清
平台，账户信息要保护好；谨
慎辨别短信真伪，联系官方
平台更加安全。

文/记者郭舒晨
漫画/刘哲姝

因投资门槛低、风险低、
利息收入免征个人所得
税等优势，一直以来，储

蓄国债受到不少保守型投资者的
青睐。按财政部的发行计划，新一批
储蓄国债（电子式）将于6月10日至
19日发行。与储蓄国债（凭证式）相
比，储蓄国债（电子式）在购买和兑
付方面都更有优势。有购买计划
的市民，不妨提前做好准备。

文/记者郭舒晨
漫画/刘哲姝

消费者陈先生在网上购买了100
多元的商品，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得
他的网购信息后，打电话给他，准确
说出他购物的相关信息。随后，骗子
称，发现商品有质量问题，要通过微
信进行全额退款。加了陈先生的微信
后，骗子通过发红包多退了几百元。

紧接着，骗子表示操作失误，希望
陈先生能退还多出的金额。这时，套路

就来了。骗子以系统出错、账号被冻结
等各种理由，引导陈先生通过一个网
址操作退款。就这样，陈先生掉入了骗
子布设的陷阱，银行卡内的资金被盗
取，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厦门银联提醒：市民网购退
款一定要通过购物平台与商家联
系，不要轻信陌生电话或离开平台
进行操作。

先给点甜头 再引入陷阱

本次发行的储蓄国债（电子
式）分为3年期和5年期，截至记
者发稿时为止，票面年利率暂未
公布。上一批3年期和5年期储蓄
国债的票面年利率分别为2.95%
和3.07%。

储蓄国债以100元为购买起
点，按100元的整倍数发售。市民
可携带银行卡及有效身份证件，
前往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
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
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
行、光大银行等银行网点咨询和

购买。
储蓄国债（电子式）不仅能在

银行柜台购买，也能通过网上银
行购买。在兑付方面，储蓄国债
（凭证式）是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到期后投资者需拿着国债存单
去银行柜台支取；储蓄国债（电
子式）则每年付息一次，到期后
本金和最后一年的利息自动打
入投资者绑定的银行卡内。因购
买和兑付都更有优势，储蓄国债
（电子式）通常比储蓄国债（凭证
式）更受欢迎。

网购退款

若提前支取
可分档计息

储蓄国债与银行存款虽然都能提
前支取，但提前支取的计息方式并不相
同——银行存款统一按活期利率计息，
储蓄国债则按靠档利率计息。

具体来说，国债实行分档计息，投
资者提前兑取 3 年期、5 年期国债按实
际持有时间和相对应的分档利率计付
利息，具体为：从购买之日起，3年期、5
年期国债持有时间不满半年不计付利
息，满半年不满 1 年按年利率 0.35%计
息，满1年不满2年按1.42%计息，满2年
不满3年按2.44%计息；5年期国债持有
时间满3年不满4年按2.89%计息，满4
年不满5年按3%计息。

目前，银行活期存款利率基本上在
0.25%至0.35%之间。而根据储蓄国债的
计息方式，只要持有超过半年，利息就
能达到 0.35%以上，此时如果需要提前
支取，买储蓄国债就会更划算一些。不
过，如果不到半年就要把钱拿回来，买
储蓄国债非但拿不到利息，反而还会被
扣手续费。

从今年4月份开始，多家银
行下调了存款利率。银行人士
普遍认为，对于风险承受能力
较低的投资者，可以考虑购买
储蓄国债、大额存单等，提前锁
定收益。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
表示，随着宏观经济恢复、融资
需求上升，今年存款利率下降的
空间相对有限。从中长期看，市
场无风险利率下降是大势所趋。
对居民个人而言，如果资产配置

中存款较多，那么收益率可能有
所下降。居民应平衡好风险与收
益的关系，如果追求稳健的收
益，在存款之外可适当配置现金
管理类理财产品及货币基金、储
蓄国债等。

按照财政部的发行计划，除
了本月将发行的储蓄国债外，今
年待发行的还有5批储蓄国债。
其中，7月、8月、10月将发行的是
储蓄国债（电子式）；9月、11月将
发行的是储蓄国债（凭证式）。

新一批储蓄国债 本周六正式发行
储蓄国债（电子式）更受欢迎，若打算购买不妨提前做好准备

线上线下均可购买，兑付方式更为便捷

今年7月至11月，将发行5批储蓄国债

小贴士

2

积分兑换也有一定的风险。学生
小张是某个品牌的忠实粉丝，网购了
很多该品牌的商品。最近，小张收到
骗子冒充品牌运营商发来的积分兑
换礼品短信。

小张心想，自己买了那么多该
品牌的商品，确实该有回馈，因此快
速点击短信中的链接，并按要求填
写了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

信息。过了几天，小张不仅没有收到
积分兑换的礼品，银行卡内的钱也不
翼而飞。

■厦门银联提醒：骗子经常利用
伪基站冒充运营商发送礼品兑换、中
奖等诈骗信息，信息里的链接含有木
马病毒，一旦点击并提供银行卡、密
码、身份证号等信息，账户资金往往
会被掏空，一定要当心。

发信息的可能是骗子“兑换链接”别点开积分兑换

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