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
宣传教育周

“以人民为中心,增强金融消费者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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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温度的金融服务,护航幸福晚年

树立理性消费观念,谨防过度借贷

高息回报有风险,投资理财需谨慎

甄别非法金融广告,谨慎选择投资渠道

本页内容来源于银保监会消保局《关于开展2021年全国银行业和保险业“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教育宣传周活动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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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机构的经营范围，通过我国
金融管理部门的官方网站查询受监管的机构名单。

不盲目追求高收益
学会跟踪和评估自身的债务水平，预留能应对重大外部冲击的高流动性资产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http://www.gsxt.gov.cn

中国人民银行官网：
http://www.pbc.gov.cn

银保监会官网：
http://www.cbirc.gov.cn

证监会官网：
http://www.csrc.gov.cn

本页所含信息部分源于人民银行 “金融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手册（2019）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周
认准“金融资质”

只有具备金融从业资格的特定机构才能在监管许可的金融业务范围内发布相
应的金融广告

只有经行政许可持有金融许可证牌照的特定机构才具有放贷资质
只有经人民银行批准有吸收存款权利的金融机构才能向公众吸收存款

勿信“承诺保证”

勿信金融广告中明示/暗示的“保本”、“无风险”、“保收益”
勿信网贷平台承诺“低利息”、“无抵押”、“无担保”的无门槛贷款
勿信以各种投资项目向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

“高额回报”的机构

消费者若在生活中发现涉嫌非法集资行为，可向司法部门或各行业监管部门进行
咨询。

警惕“夸张描述”

不盲目相信金融广告中产品收益“投资回报率超过10%”
不盲目相信网贷平台发布的“无征信秒过”、“一分钟放款”口号
不盲目相信各种所谓“明星站台”、“专家推荐”的造势宣传

消费者若因非法集资行为造成损失，可向公安机关报案。但一旦参与非法集资，
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不受法律保护。

小心“非法销售人员”

小心陌生电话推销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
小心主动找上门的所谓“放贷机构”或“信贷专员”
小心“熟人介绍”、“专家推荐”的“低风险”、“高回报” 投资产品
不与银行、保险公司从业人员个人签订理财协议或投资合同

有些参与传销人员，在传销组织的精神洗脑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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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风险责任意识”

注意金融广告中应标明“投资有风险”的字样
拒绝签署网贷平台“无需见面传真合同”或“不平等合同”
正确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不被小利小惠打动，清醒的认识私售理财产品、

私募基金、P2P平台等存在的风险

非法网贷平台往往以“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种名义招揽生意，与借款人签订借款
合同，制造民间借贷假象，并以违约金、保证金等各名目骗取受害人签订虚高借
款合同、阴阳合同及房产抵押合同等明显不利于借款人的合同。

保证“个人信息安全”

妥善保管含个人信息的单据、证件复印件
不随意扫描公共场合来路不明的二维码 不在不明网站上填写个人信息

不连接没有确认来源的公共Wi-Fi

注意“合理规划理财”

清楚了解借款成本

http://www.gsxt.gov.cn/
http://www.pbc.gov.cn/
http://www.cbirc.gov.cn/
http://www.csr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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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周
安全防范小贴士

本文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案例

常用套路：

所谓“赠送装备”、“低价装备出售”、

“账号代练”等假广告充斥在各大手游中，

不法分子谎称用低于官方价格来充值、购买

游戏虚拟货币或装备，诱骗玩家填写个人信

息或者登陆虚假交易网站进行交易，从而盗

取玩家的银行卡账户。

安全小贴士：

玩游戏的人都知道，想提升游戏体验，花钱

“氪金”是在所难免的。购买游戏装备一定

要选择正规平台，不要直接向陌生人转账汇

款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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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周
安全防范小贴士

本文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案例

常用套路：

不法分子在各大网站、手游或短视频中发布

“钓鱼广告”，以“无门槛”、“无担保”、

“低利息”等诱导处于资金短缺的需求者主

动“找上门”。

安全小贴士：

无论是在哪一个金融平台上进行贷款申请，

所有正规单位都不会在放贷前收取任何费用，

牢记这一点，可以避免90%的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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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所含部分信息源于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微信公众号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周
《拒绝校园网贷》案例小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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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周
安全防范小贴士

本文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案例

常用套路：

疫情发生以来，不法分子使出“花式诈骗”

套路趁火打劫，抓住不同群体的迫切需求，

精准升级了诈骗手段。除了高发的是卖口罩

等防疫医用物品类骗局，还有打着超高回报

率、五花八门的互联网投资项目诱导公众转

账。

安全小贴士：

投资者应对超高收益的投资要保持戒心，不

要被眼前的高收益迷惑双眼，切勿相信只挣

不赔的“买卖”，一旦被要求向陌生的对公、

个人账号汇款转账要立刻敲响“警钟”。



8本页所含部分信息源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参考资料

1

2

3

4不法分子大多通过注册合法的公司或企业，编造虚假项目骗
取社会公众投资。

不法分子往往承诺高额回报，并给予一定小恩小惠来诱惑社
会公众参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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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往往容易被虚假宣传所影响，加入虚假的投资项目。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周
《警惕非法集资》——案例小漫画



9本页所含信息源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官网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周
《信息安全无小事》——案例小漫画



10本页所含信息源于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平台2020年“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宣教内容

1.克服“贪利”思想，不要轻信麻痹，谨防上当。

2.不要轻易将自己或家人的身份、通讯信息等家庭、个人资料泄露给他人。

3. 遇到疑似电信诈骗时，不要盲目轻信，要多作调查印证。

4.正确使用银行卡及银行自助机。

5.日常应多提示家中老人、未成年人注意防范电信诈骗，提高老人、未成年人的安全防范意识。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对犯罪份子实施的中奖诈骗、虚假办理高息贷款或信用卡套现诈骗及虚假致富信息转让
诈骗，不要轻信中奖和他人能办理高息贷款或信用卡套现及有致富信息转让，一定多了解和分析识别真伪，以免上当受骗。

对于家人意外受伤害需抢救治疗费用、朋友急事求助类的诈骗短信、电话，要仔细核对，不要着急恐慌，轻信上当，更不要上当
将“急用款”汇入犯罪份子指定的银行账户。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在侦查办案中都不会通过电话询问
群众家中存款情况以及要求转账等。

对接到培训通知、冒充银行、公检法机构等声称银行卡升级和虚假招工、婚介类的诈骗，要及时向本地的相关单位和行业或亲临
其办公地点进行咨询、核对，不要轻信陌生电话和信息，培训类费用一般都是现款交纳或者对公转账，不应汇入过个人账户，不
要轻信上当。对于来电声称是公安、检查、法院、银行等的电话号码，务必多方印证，尝试回拨电话核实，防止犯罪分子利用改
号软件等手法冒认电话号码。

到银行自动柜员机（ATM、CRS等）存取遇到银行卡被堵、被吞等以外情况，认真识别自动柜员机的“提示”真伪，千万不要轻
信和上当，最好拨打自动柜员机所属银行电话的客服中心了解查问，与真正的银行工作人员联系处理和解决。

犯罪分子通常喜欢选择相对容易上当受骗的老年人、未成年人作为诈骗目标，作为子女或者父母，除了自己注意防范电信诈骗外，
应积极主动向加重老人、未成年人传递防诈骗的知识，为我们敬爱的长辈和需要呵护的下一代筑起防诈骗的知识围墙。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周
老年人如何防范金融诈骗



11本页所含信息源于人民银行 “金融消费者权益日”宣传手册（2018）

1

非法金融广告通常违规作出保证性承诺，夸大收益，且
未标注显著“广告”。

不法分子通过电视网络平台投放大量非法金融广告。

2

3 非法金融广告通过高额回报引诱消费者回拨电话并诱导
消费者投资。

4 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导致众多消费者蒙受巨大损失。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周
《小心非法金融广告》——示例小漫画



12本页所含信息部分源于重庆市银保监局2019年“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宣教内容

1
不法分子往往假冒或者虚构国际知名公司设立网站，并在
网上发布销售境外基金、原始股等信息，诱骗群众投资。

3
有些已经加入的传销人员，在传销组织的精神洗脑或强制
下，为达业绩，不惜利用亲情、友情关系拉拢亲朋好友加
入，使参与人员迅速蔓延。

4
一旦被查，不法分子便以下线不按规则操作等借口，
迅速关闭网站，携款潜逃。2

不法分子利用传销或秘密串联的形式发展下线，欺骗群
众投资。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周
《防范投资理财陷阱》案例小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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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了解产品

2. 了解自己及家庭

3. 确定选择

消费者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应仔细阅读理财产品说明书、合同条款等信息，充分理解理财产品的各项要素，重点关注产品期限、投资方向或挂钩标的、流动性、
预期收益率、产品风险等。

消费者在选购理财产品前，应综合权衡自己的财务状况、风险偏好、风险承受能力和预期收入、流动性需求等，不盲听、盲信、盲从，不追逐“热门”产品。在购
买理财产品前，应配合银行人员认真完成风险评估内容，并综合考虑评估结果，产品特性和个人情况选择产品。
• 做金钱的主人。树立钱是为人服务的观念，积累财富的目的是为了让家庭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 改变“资金少就无法投资”的观念。不管家庭财力的情况如何，都应根据自身资产管理和养老储备需求，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
• 学会对大宗财富支出进行规划。对家庭的大额消费进行合理计划，可以优化家庭支出的结构。
• 学会投资，让钱生钱。财富是有时间价值的，如果我们不会进行有效的金融投资，现金资产就会被通货膨胀所侵蚀，所以家庭生活需要理财，要学会让家庭财

富保值增值，发挥专业产品抵御通胀、产品久期、市场化投资保障能力。
• 善于控制投资风险，避免重大的家庭财产损失。
• 要有风险责任意识。投资必定有风险，特别是股票、期货等投资工具，高收益必定有高风险，消费者要有风险自担的意识，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善于积累分析

投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

消费者可以从购买行为中获得利益，同时也要为自己的购买行为负责，承担相应的风险.消费者要在充分理解理财产品风险的前提下，在风险揭示书上对风险评估
结果签字确认并亲笔抄录：“本人已经阅读风险揭示，愿意承担投资风险”。在确定购买理财产品后，需签署相关协议，一旦签字认可，消费者即须根据合同内
容履行买者责任。

4. 跟踪变动

在理财产品存续期内，消费者应持续关注理财产品的投资运作与收益表现，通过致电咨询或向消费者经理了解等多种方式掌握相关的产品信息，以便能够及时了
解产品的收益、风险等状况。

5. 关注账户

理财产品到期后，消费者应及时关注投资本金和收益是否按照合同约定返还至理财账户，以便能够及时进行新的投资。

本页所含信息源于中国银行业文明规范服务平台2020年“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宣教内容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教育周
树立理财风险防范意识



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对所含信息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