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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份金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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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产品的风险 

理财产品的选择 

银行代理保险与银行储蓄比较 

选择正规金融服务渠道，免受违法违规金融活动侵害 
 
维护个人金融信息安全，免受非法诈骗活动侵害 
 
辨别正规银行场所、人员和业务，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理财产品的风险一般包括政策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募集失败风险、再投资/提前终止风
险及不可抗力等风险。产品发行方会对理财产品进行风险评级（风险等级从低到高至少分为五个等级），并且
对投资者进行风险承受能力测评（一般分为保守型、稳健型、平衡型、成长型和进取型）。投资者应按照风险
匹配原则，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了解自己 
投资者在购买理财产品前要综合权衡自己的财务状况、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对收益和流动性的需求等。一般来说，
有高风险偏好且风险承受能力较强的人可以购买中高风险的理财产品，追求较高理财收益；而厌恶风险且风险
承受能力较差的人比较适合购买低风险产品。对流动性要求较高的人适合购买现金管理型产品，在急需资金时
可快速赎回；对流动性要求中等的人可购买中短期产品；对流动性要求较低的人可考虑购买长期限产品。 
 
了解产品 
完成“了解自己”的步骤后，投资者需要了解理财产品的特性。市场规律表明，产品的预期收益一般与风险成
正比，也与期限成正比。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是了解产品最直接、最准确的途径之一。 
 
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在完成以上两个步骤后，投资者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合的理财产品。 

 
保险和银行储蓄都可以为应对将来的风险做准备，但它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保险的主要作用是保障，而银行
储蓄的主要作用是资金的安全及一定的收益。 
银行储蓄是存取自由的，资金流动性好，可以满足家庭日常开支和急需资金的需要。而银行储蓄来应付未来的
风险，是一种自助的行为，没有把风险转移出去。而保险则能把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实际上一种互助合作的
行为，某些分红型或年金型险种，带有资金自我“强制储备”的意味，当被保险人发生风险时可以得到较大金
额的经济补偿，获取比银行存款更多收益的资金，尤其对那些家庭困难的人是雪中送炭的救命钱，这也是银行
存款所不能代替的功能。 

*以上信息摘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官网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积极参与“金融知识进万家”活动 

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电话诈骗的常见手段 

短信诈骗的常见手段 

 
 

网络诈骗的常见手段 

 
 

应对方式 

1.虚构子女绑架，利用电话录音（如孩子的哭声）造成家人恐慌，要求家人汇款赎人。 
2.冒充亲友，以车祸、生病、违法需交纳款项等为由实施诈骗。 
3.冒充电信局人员，以电话欠费等名义实施诈骗。 
4.冒充公、检、法、司等国家机关人员，以事主涉嫌洗钱、诈骗等犯罪活动为由，实施诈骗。
5.谎称事主中奖，要求事主缴纳个人所得税、服务费和手续费等实施诈骗。 

1.发送短信称事主的银行卡在异地刷卡消费，待事主回电时，不法分子假冒银行工作人员实
施诈骗。 
2.通过短信发送银行账号及“速汇款”等信息，行骗碰巧要汇款的事主。 

不法分子假借银行名义，通过制作虚假广告、群发短信等方式，以“无抵押、无担保、低息
贷款”为诱饵，诱使客户与其联系。同时，不法分子利用QQ向客户发送含有木马的程序包，
或诱导客户进入钓鱼网站直接下载此类程序包，在客户安装该程序包过程中完成木马程序的
安装，从而窃取客户网银信息。然后，不法分子以查验还款能力为由，要求客户向自身账户
存入贷款金额一定比例的验资款，待客户将资金存入后，不法分子便利用窃取的网银信息将
客户资金转走。 
 
大华银行提醒广大金融消费者： 
1.请务必妥善保管好自己的个人银行卡及密码，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轻易向其它人透露账户信
息，更不能向不明账户进行转账。对来历不明的电话或短信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以免落
入诈骗陷阱。如有疑问，可直接拨打开户银行的客户服务电话确认，如遇资金被骗，应及时
向公安机关报案。 
2. 不要轻信街头广告等非正规宣传内容。客户如需办理贷款业务，应通过正规途径，如前
往银行网点和其他经银监会批准的贷款机构。不要轻信在银行网点外遇到的所谓“贷款推广
人员”或“银行贷款工作人员”，不要拨打贷款小广告上的联系电话，以免受骗上当。 
3. 在网上输入私密信息前，需确认网站地址是否正确；需要登录网上银行或电子商务网站
时，应直接在网址栏填写正确的网站地址，请不要使用检索页来搜索网站，更不应轻易通过
他人发来的网站链接登录相关银行网站，以免误入“钓鱼网站”而遭受损失。 

*以上信息摘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与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官网 

防范网络电信诈骗的风险提示 

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什么是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是指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未经有权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的行为。 

非法集资的主要特征 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 
2.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 
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 1.承诺高额回报 
不法分子为吸引群众上当受骗，往往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的神话，通过暴
利引诱，许诺投资者高额回报。为了骗取更多的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者在集资初期，往往
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待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则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参与
者遭受经济损失。 
2.编造虚假项目 
不法分子大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或企业，打着响应国家产业政策、支持新农村建设、实践
“经济学理论”等旗号，经营项目由传统的种植、养殖行业发展到高新技术开发、集资建房、
投资入股、售后返租等内容，以订立合同为幌子，编造虚假项目，承诺高额固定收益，骗取
社会公众投资。有的不法分子假借委托理财名义，故意混淆投资理财概念，利用电子黄金、
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电子商务等新名词迷惑社会公众，承诺稳定高额回报，欺骗社会公众
投资。 
3.以虚假宣传造势  
不法分子为了骗取社会公众信任，在宣传上往往一掷千金，采取聘请明星代言、在著名报刊
上刊登专访文章、雇人广为散发宣传单、进行社会捐赠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制造虚假声
势，骗取社会公众投资。有的不法分子利用网络虚拟空间将网站设在异地或租用境外服务器
设立网站。有的还通过网站、微博、论坛等网络平台和QQ、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传播虚假
信息，骗取社会公众投资。一旦被查，便以下线或不按规则操作等为名，迅速关闭网站，携
款潜逃。 
4.利用亲情诱骗  
不法分子往往利用亲戚、朋友、同乡等关系，用高额回报诱惑社会公众参与投资。有些参与
传销人员，在传销组织的精神洗脑或人身强制下，为了完成或增加自己的业绩，不惜利用亲
情、地缘关系拉拢亲朋、同学或邻居加入，使参与人员范围迅速蔓延，集资规模不断扩大。 
 *以上信息摘自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 

防范打击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 

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