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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联系上某社交平
台该项目的推广者之一郑某。郑
某向记者介绍，“时间银行”App
是国家政策背书的低风险投资项
目，认购雇佣后每天都能有5%的
收益，“例如，1000元起步每天能
给到50元，国家政策一直会持续
到 2025 年，投得越多，回本越
快。”

郑某强调，一个月回本和提
现速度快，是“时间银行”App有

别于其他项目的特别之处。郑某
宣传称，“这个投了以后，天天都
可以提现，提现速度很快，有些
（项目）让你放在里面很久都不能
提出来，这个你投入24个小时后
就自动到你的账号户头里了，基
本上一个月不到就能回本。”此
外，郑某还介绍，每天的收益可以
去交易所换成USDT（一种虚拟
货币名），“需要200个USDT才
能提现到户头，投得越多就可以

越早存够200个USDT去交易提
现”。

“另一种收益方式是买原始
股，可以用钱或时间币来购买，时
间币也是全球通用、通兑的，可以
互转。邀请新用户还能兑换油、
米、保温杯、雨伞等物品，甚至还可
以兑换汽车和黄金。”郑某话锋一
转，“不过现在名额限制只能1.5万
人，都已经快满了，你要是想做我
就给你发邀请码”。

互助养老“时间银行”App调查：

号称日收益5% 碰瓷公益项目
“收益高，风险低，背靠国家新出台养老政策！”今年年初，50多岁的王女士被朋友介绍了一款名为

“时间银行”App，据称该项目系“由国家民政部发起的互助养老模式，只要在线上充值一定时间币就可
以产生收益，时间币还能一比一兑换成人民币”。

王女士动了心，通过群链接下载App后开始认购时间币，并陆续投入了1万多元。出于有钱一起
赚的心理，她还将这个项目推荐给几个朋友。最近，有人告诉她这是一个诈骗项目，但王女士仍心存侥
幸，“据说是国家财政拨款支持的项目，比以前的那些诈骗项目要正式得多。”

在“李旭反传防骗团队”看来，号称持有官方文件的“时间银行”App向中老年人收取一定激活账号
费用，再打着“保本保息”“零风险”等旗号不断发展下线，招募养老服务志愿者，雪球已经越滚越大，“一
旦骗局达到饱和，不法分子忽悠不下去后就会关网跑路，然后再换个壳卷土重来。”

李旭告诉记者，近几年类似“时间银行”
App的骗局层出不穷，基本上都是“碰瓷”一
些正规的合法机构、国家政策或知名企业。
比如之前被揭露的“碳中和”项目、“一带一
路”项目和“中海油国际”项目等等，都是被
不法分子利用新兴概念、正规机构的名气包
装出来的虚假金融项目。李旭强调，上当受
骗的群体以中老年人居多，因为不少人没有
判断信息真假的能力，有时间也有一定积
蓄，在增值保值、投资理财、以小钱换大钱等
心理的影响下很容易被这些虚假项目诈骗。

“目前中老年人普遍缺乏反诈方面的金
融常识、防范意识和风险意识，我们接触过
很多被骗老人，他们被骗子高大上的包装所
忽悠，养老金甚至‘棺材本儿’都被骗子卷
跑了。”在李旭看来，面对不符合市场规律
的、不符合金融常识的一些投资项目一定要
提高警惕，天上不可能掉馅饼，所有的理财
活动都要谨慎对待，不能盲目投资。

（成都商报）

自今年1月以来，民政部官网“留言咨
询”栏目已有多位网友留言，求证“时间银
行”App号称持有官方文件的真实性。

有网友留言“近日家里老人接触了一款时
间银行App，说是以1000元的价格雇佣一名
志愿者可以每天获得50元的补贴，还给我看
了文件《关于建立时间银行线上云社区补贴制
度》（民联发2022182号）。”对此，民政部统一
回复表示，该部已发布《关于警惕不法分子涉
嫌伪造民政部文件等违法活动的声明》，并强
调“请勿相信上述伪造文件，谨防上当受骗。
也可登录民政部官方网站，在政府信息公开专
栏查询我部主动公开的政策文件，便于对比印
证”。

此外，民政部强调，从未登记过名为“时
间银行志愿者协会”的组织。在越来越多中
老年人疑似被骗后，各地民政局也相继发
文。例如，广东省潮州市民政局称，近日市
民政局发现有不法分子利用伪造的民政部
文件，假借“时间银行”的养老服务概念，在
我市推广相关App，招募养老服务志愿者，
收取激活账号费用，其运作方式存在集资诈
骗嫌疑。

李旭调查发现，“时间银行”
App前期主要通过静态和动态两
种模式运营App。静态模式就是
让参与者给钱，每天返还一定数
额，打着“保本保息”“零风险”等
旗号；动态模式就是让参与者去
邀请新人，不断发展下线，拉的人
越多提成就越多。这两种模式结
合起来，既达到大量非法集资的
目的，又可以裂变式地在人群中
推广，发展速度非常快，“一旦这

个骗局达到饱和，不法分子忽悠
不下去后就会关网跑路，然后再
换个壳卷土重来。”

在“时间银行”App内部，管
理者将用户分为6个等级：普通
会员、星级会员（1至5级）、区域
负责人、市县协会会长、省协会会
长、七大区协会会长，推荐人数达
一定标准即可奖励500至 2000
不等的时间币个数。记者注意
到，不少人在群中分享自己的投

资经历：有的称自己推荐给朋友
以后，他们一家人前后雇佣了几
十个人迅速回本；有的称自己已
经投了几十万，快速回本以后还
赚了不少钱。在李旭看来，有些
中年老人是被骗入局，而有的明
知是不正规项目，但看到前期高
利润率后主动入局，“他们抱着侥
幸心理，想着可以在崩盘之前撤
出去，觉得自己不会是被割韭菜
的那个人。”

记者注意到，在王女士提供
的资料和相关QQ群里，不止一
次出现“国务院”“民政局”“财政
部”“全国老龄办”推行“养老服
务”，积极筹备“时间银行志愿者
协会”的各类文件。记者以文件
上标注的文件号在国务院政策文
件库和民政部网站搜索，均未搜
索到相关内容。

从事反传防骗工作20多年
的李旭告诉记者，他们认为“时间
银行”App是一种骗局，“碰瓷”的
是公益互助项目“时间银行”。

记者梳理发现，“时间银行”
一词最早在2021年底被写入官

方文件——《北京市养老服务时
间银行实施方案（试行）》，该文件
由北京市民政局会同市财政局、
团市委三部门联合发布，2022年
北京“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还将
发展“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作
为北京一项工作任务明确提出。
该模式是按照“低龄存时间，高龄
换服务”思路，鼓励和引导志愿者
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按一定
的规则记录储存服务时间，当年
老需要时可提取时间兑换服务的
志愿式互助养老新模式。据媒体
报道，目前我国各大中心城市、社
区已陆续开始“时间银行”的初步

探索和尝试，以缓解养老服务供
给端的紧缺现状，为提高我国养
老服务质量开辟新路径。

与此同时，这种养老互助模
式也在被“碰瓷”。李旭介绍，发
现父母在网上投资拉人后，不少
中老年人的子女近期也向他们
反传防骗团队咨询“时间银行”
App 的可信度。据李旭调查，

“时间银行”App2022年年底开
始出现在互联网，服务器地址通
常设置在境外，操盘手也在境外
遥控指挥，“这样违法犯罪成本
很低，打击难度却很大”。

为打消记者对项目真实性的
疑虑，郑某把记者拉入了一个名
为“时间银行志愿者协会”的微信
群。推广群里，管理员利用宣传视
频，将“时间银行”描述为一个金融
项目，分阶段详细介绍所谓的“时
间银行”体系建设。此外，还经常

发布“时间银行补贴政策的官方文
件”、讲解“时间银行”投资项目的
会议链接等。

在上述王女士加入的另一个
“时间银行福利”群里，她发现多位
管理员也在频繁发布关于这款“时
间银行”App的运营方式：用1000

时间币雇佣志愿者，每个志愿者每
天就可以产生50个时间币的收益，
时间币可以按照1：1的方式兑换为
人民币。除用人民币购买时间币
之外，投资者还可以通过每日签
到、答题、邀请新用户等方式获得
福袋，拥有可观的额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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