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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躲猫猫”事件给我们哪些警示？
相关银行在表达歉意之余就储户疑问详细作答

昨日，本报相关报道引起兴业银
行洛阳分行相关负责人的重视，他们
想通过本报表达对储户服务等方面
的歉意，并前往本报对人们的相关疑
问进行解释说明。

问题一：储户为什么在没有收到
任何短信提醒的情况下，存款就被转
进了理财账户？

兴业银行洛阳分行相关负责人
解答：我行开通网上银行的储户只需
在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客户端，输入
个人相关账户、密码，就可进行定期
活期存款变更、购买理财产品等交
易，这些交易过程并不涉及储户资金
转出，因此，不需要相应的手机动态
验证码。

开通有短信提醒服务的储户，在
进行上述操作时，会收到每次交易
信息及个人银行账户金额的情况；
而那些只开通网上银行功能，未开
通短信提醒服务的储户，则不能收
到短信提醒。

经我们进一步查询，吴先生那张
银行卡于2015年6月25日已开通了

“贵金属”理财账户及短信提醒服务，
但目前其短信提醒服务处于关闭状
态。如果非吴先生本人关闭短信提

醒业务，就极有可能是不法分子将其
关闭。这就解释了，为何吴先生卡内
余额从定期转活期，再被转入“贵金
属”账户的过程中，他本人未收到银
行方短信提醒的疑问。

问题二：储户的个人账户为什么
能被不法分子操纵？

兴业银行洛阳分行相关负责人
解答：储户个人在存在问题的网站上
进行网上支付交易，或误点手机相关
链接被植入木马病毒等情况，可能导
致其个人信息泄露，不法分子进而对
其实施转账等诈骗行为，然而，按照
银行相关安全设定，转账还需再获得
银行卡磁条信息或所需的手机动态
验证码。

吴先生等人的遭遇，很有可能是
不法分子打算先将他们的资金转入
理财产品中，制造储户余额清零的假
象，进而利用储户的恐慌心理，电话
联系储户获取转出资金所需的动态
验证码。

昨日下午，记者多次致电邮政储
蓄银行洛阳分行，欲进一步了解马女
士“通话28秒，卡里的13万余元被‘转
走’”一事相关情况，该行工作人员以

“领导不在为由”，暂未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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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本报A11版以《存款“躲猫猫”，吓坏存款人》为题，报道了市
民吴先生一张兴业银行银行卡里的5万元存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购
买成理财产品一事。

类似情况并不鲜见，5月21日，本报就曾以《通话28秒，卡里的13
万余元被“转走”》为题，讲述了市民马女士在未进行任何操作的情况
下，一张邮政储蓄银行银行卡内的13万余元被人“动了手脚”一事。

为何银行卡在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能被他人操纵？昨日，《洛阳
晚报》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各家银行为储户提供短信提醒
等服务，都有他们各自的一套系统，
其操作流程都是相对独立，且有规可
依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洛阳监管分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各家商业银行都有专门负责系统的
技术部门，他们会根据发现的漏洞，
对银行相应的系统进行调整升级，开
通银行手机短信提醒业务还是很有
必要的。

“实际上，不法分子是在‘钻空
子’，他们利用技术手段，将目标储户
的账户资金‘藏’进储户的理财账户
里，而后再实施诈骗。同时，储户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若被开通了相关理
财业务，在一定程度上，也会给电信

诈骗提供‘温床’。”一业内人士说，因
此，储户要明确知道个人名下的银行
卡是否开通有诸如“贵金属”、基金等
理财业务。

另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
会洛阳监管分局相关负责人还说，
为防止一些银行让储户签订一些

“隐形”的理财产品协议，该局明确
要求金融机构在为储户办理理财产
品时要做到“两录一区”。“一区”即
银行工作人员向储户推荐“贵金
属”、保险等理财产品时，必须向客
户说明产品性质、投资收益方式，要
遵循客户个人意愿，并在专门柜台
办理；“两录”即办理流程要录音、录
像，从而保证客户的知情权。

开通银行理财业务，看是否有“两录一区”

昨日，在看到本报相关报道后，市民
梁先生向我们讲述了他此前的类似遭遇。

去年3月，梁先生在兴业银行建设
路支行办了一张银行卡。今年5月15
日18时许，他意外发现自己银行卡上的
18999元存款没有了。随即，他通过电
话冻结了银行卡并拨打110报警。

次日，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梁
先生查询到这笔钱是被人挪进了“贵金
属”账户。“银行工作人员称，我在办理银
行卡时已开通了‘贵金属’账户，不法分
子为对我实施诈骗将钱‘藏’了起来，进
而联系我获取相关短信验证信息。”梁先
生说，当天，他在银行工作人员帮助下从

“贵金属”账户中把资金及时转出，幸未
造成损失。

“我看了晚报的报道发现，自己和吴
先生的遭遇几乎一样，为何银行方为客
户提供的相关理财账户成了不法分子实
施诈骗的‘桥梁’？”梁先生说。

不管是吴先生、梁先生还是马女士，
都有个共同的疑问：“为何我的银行卡能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操纵?”

多名储户遭遇存款“躲猫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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