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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风险提示：珍惜个人征信 护航美好生活 

 

近期，社会上不时有不法分子以“修改征信”为名诈骗消费者，造成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和资

金损失。在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爱惜个人信用名片，拒绝

“征信修复”骗局。 

 

套路一：以“修复征信”为名诈骗钱财、套取个人信息 

不法分子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修改征信”广告，利用消费者不了解征信相关规定并急于申请贷

款的心理，吸引部分因征信逾期导致贷款申请失败的消费者走入圈套，以“征信修复”为名实施诈

骗。事实上，在规范征信业、征信机构的相关法规、文件、制度中均未出现过“征信修复”这一概

念。消费者在向不法分子支付高额手续费后，发现个人征信并未修改，但此时不法分子早已卷款而

逃。在此过程中，消费者个人信息也泄露给了不法分子，很可能被倒卖获利，不法分子甚至可能利

用这些个人信息冒名网贷，严重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 

 

套路二：冒充电商平台客服，出具虚假征信报告 

不法分子通过冒充电商平台“客服”，谎称消费者存在征信异常，继而实施诈骗。在此类骗局中，

不法分子通常先致电消费者，自称是某电商平台“客服”，声称因政策调整需要关闭消费者的借贷账

户，否则将影响个人征信，并以此为由诱导消费者下载软件，参加视频会议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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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步指导消费者关注钓鱼网站。随后，消费者会收到伪造的“征信报告”，显示个人征信受损，必

须缴纳“保证金”才能关闭账户。不法分子通过上述一系列诈骗操作逐步诱导消费者落入陷阱，造

成资金损失。 

 

套路三：冒充银行工作人员，诈骗大学生群体 

不法分子冒充银行工作人员，致电刚大学毕业的年轻消费者，声称由于消费者已经大学毕业，

上学期间开通的校园贷、助学贷等业务需要尽快注销，否则将影响个人征信。一旦消费者信以为真，

不法分子就会诱导消费者去网贷平台借款，然后把钱转到所谓“安全账户”，谎称制造“交易流水”

可将在校期间贷款“额度清零”，实则将钱转到不法分子账户上实施诈骗。 

 

为充分保障消费者的个人征信安全和个人信息安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北京监管局提示您： 

 

一是正确认识个人征信。根据征信相关规定，确认个人征信相关信息确有错误、遗漏的，信息

提供者、征信机构应当予以更正；确认不存在错误、遗漏的，应当取消异议标注；经核查仍不能确

认的，对核查情况和异议内容应当予以记载，任何机构均无权随意修改、删除个人征信报告中的无

误信息。如消费者认为信用报告上的个人信息存在错误、遗漏，可以向金融机构或人民银行征信中

心提出异议。对于不良征信记录，会在消费者还清全部逾期欠款及罚息的 5 年后自动消除。发现征

信有不良记录时，消费者应尽快还款，避免再次逾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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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谨慎保护个人信息。正规的征信报告中对个人信用信息有详细记录，这些信息将影响消费

者在金融机构的借贷能力。要保护好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不要通过非正规途径随意填写个人信息，

做到重要证件不外借、重要信息不随意提供，避免因个人信息泄露引发各种风险。 

 

三是树立理性消费观念。消费者应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养成理性消费习

惯，科学安排生活支出，做好开源节流、量入为出。珍惜个人“信用名片”，保持良好的信用习惯，

按时足额还款。 

 

四是提高反诈防骗意识。消费者要提高反诈防骗意识，不要随意转账，如遇自称电商客服、银

行工作人员等诈骗电话，或发现有仿冒征信中心官方网站及微信公众号的情况，请务必第一时间通

过官方联系方式核实或向公安机关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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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