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12月4日 星期三6 专 题

防范识别非法金融活动风险小课堂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财富增值”逐渐被赋予新的内涵。有人通过正规渠道投资获得收益，改善了生活质量，但也有人

怀着“一夜暴富”的心态，参与非法金融活动导致财富损失。为更好地守护群众“钱袋子”，护好千万“幸福家”，中共武汉市委金融委员

会办公室立足当下，为广大市民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普法，帮助市民防范识别非法金融活动风险。

一、如何识别非法证券期货活动
一看业务资质。证券期货行业是特许行业，按照规定，

证券期货业务需要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取得相应业务资格。

未取得相应业务资格而开展证券期货业务的机构是非法机

构，请不要与这样的机构打交道，以免上当受骗。投资者如

果想要知道一家公司是否获准公开发行，可以通过中国证监

会网站（www.csrc.gov.cn）查询行政许可信息栏目，同时还可

以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深圳证券交易所

（www.szse.cn）、北京证券交易所（www.bse.cn）网站查询新

股发行的具体信息；如果想要知道一家公司或人员是否具

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可以登录中证监网站中证券业

（www.sac.net.cn）和中国期货业协会（www.cfachina.org）网

站进行查询。另外，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也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投资者可以登

录其网站（www.neeq.cc）查询具有主办券商业务资格的证券

公司和挂牌公司有关信息。

二看营销方式。开展证券期货业务活动，要遵守证券期

货法律法规有关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规定，合法的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在进行业务宣传推介时，一般会采用谨慎用语，不

会夸大宣传、虚假宣传，同时还会按要求充分揭示业务风

险。但是，不法分子大多利用投资者“一夜暴富”或急于扭亏

的心理，较多采用夸张、煽动或吸引眼球的宣传用语，往往自

称“老师”“股神”，以“跟买即涨停”“推荐黑马”“提供内幕信

息”“包赚不赔”“保证上市”“专家一对一贴身指导”“对接私

募”等说法吸引投资者。证券期货投资是有风险的，不可能

稳赚不赔。

三看汇款账号。一般来说，非法证券期货活动的目的是

为了骗取投资者钱财，获取非法所得。为达此目的，不法分

子往往会采取各种推销手段，如打折、优惠、频繁催款、制造

紧迫感等方式，催促投资者尽快将资金打入其控制的银行账

户。合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

务，也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不会用个人账户或

非本机构账户进行收款。投资者在汇款环节应当格外谨慎，

如果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投资者一定

不要向其汇款。

四看互联网网址。非法证券期货网站的网址往往由

无特殊意义的字母和数字构成，或在合法证券期货经营机

构网址的基础上变换或增加字母和数字。投资者可通过

中国证监会网站或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期货业协会网

站，查看合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的网址，不要登录非法证

券期货网站，以免误入陷阱，蒙受损失。

二、购买保险产品时要注意哪些重点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理

性投保五注意的风险提示》，金融消费者应掌握理

性投保的五个注意要点，增强个人合法权益保护

意识。

一要注意“选择有保险业务经营许可的合规

机构”。购买保险第一步，就是要认清保险机构资

质。消费者应从持有保险业务经营许可的合规机

构，或在保险机构办理有效职业登记的销售人员

处办理保险业务。要特别注意的是：以“××互

助”“××联盟”“××统筹”等为名的非保险机构

推出的互助活动，不是保险或互助保险，不要与商

业保险混淆。

二要注意“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等重要条

款，防范销售误导风险”。在投保过程中，无论是

线下购买或是在互联网平台购买，消费者均要仔

细阅读保险条款，对特别提示的保险责任、责任免

除、保费缴纳、保险金赔偿或给付、犹豫期、退保损

失、风险告知等合同重要条款应明确理解后再签

字，以有效保障自身权益。

三要注意“积极配合可回溯、‘双录’、回访等

环节，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根据相关规定，保险

公司应在犹豫期内对合同期限超过一年的人身保

险新单业务进行回访，向投保人确认是否知悉保

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退保损失等重要内

容。可回溯、“双录”、回访等规定是对保险机构和

保险销售人员的监督，督促其依法依规履行销售

过程中的合同内容说明、免责条款提示、风险告知

等义务，也是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消

费者应当积极配合，如实告知、如实答复回访问题，

不清楚的地方可以要求保险公司进行详细解释。

四要注意“正确认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不被

‘高收益’误导”。

分红保险、投资连结保险、万能保险等人身保

险新型产品兼具风险保障功能和长期储蓄功能，

不同保险产品对于风险保障功能和长期储蓄功能

侧重不同，此类产品具有保单利益不确定等特征，

但本质上仍属于保险产品，产品经营主体是保险

公司。消费者不宜将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与银行存

款、国债、基金等金融产品进行片面比较，也不应

轻信只强调“高收益”而不展示不利信息、承诺保

证收益等不实宣传行为。

五要注意“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若发现

销售人员在保险销售过程中存在误导销售等违规

行为，或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犯，消费者应注意保

留相应证据，及时向保险公司投诉，或向行业调解

组织申请调解，必要时还可以根据合同约定，申请

仲裁或向法院起诉。如果涉及要求查处违法违规

行为的，可以向监管部门举报。三、如何识别非法集资行为

1.什么是“非法集资”？

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

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

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

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本条例所称国务

院金融管理部门，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

机构和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

2.企业命名能否出现“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

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者内容？根据《防范和

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九条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另

有规定外，企业、个体工商户名称和经营范围中不得包含“金

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

样或者内容。

3.互联网信息服务者能否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涉

嫌非法集资的信息？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

十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用户发布

信息的管理，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涉嫌非法集资的

信息。

4.单位和个人能否向社会公众进行集资宣传？根据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十一条规定，除国家另有规

定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包含集资内容的广告或者

以其他方式向社会公众进行集资宣传。广告经营者、广告

发布者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查验相关证明文件，核对

广告内容。对没有相关证明文件且包含集资内容的广告，

广告经营者不得提供设计、制作、代理服务，广告发布者不

得发布。

5.金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有哪些防范非法集资的

义务？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十三条规定，金

融机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应当履行下列防范非法集资的义

务：（一）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禁止分支机构和员工参

与非法集资，防止他人利用其经营场所、销售渠道从事非

法集资；（二）加强对社会公众防范非法集资的宣传教育，

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设置警示标识；（三）依法严格执行大

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对涉嫌非法集资资金异常流

动的相关账户进行分析识别，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所在

地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分支机构、派出机构和处置非法集

资牵头部门。

6.行业协会、商会有哪些防范非法集资的义务？根据

《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行业协会、商会

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管理、自我约束，督促、引导成员积极防范

非法集资，不组织、不协助、不参与非法集资。

7.如何举报非法集资行为线索？根据《防范和处置非

法集资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

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

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武汉市各区

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电话及邮箱可关注“武汉处非”微信公众

号后，点击“防非动态”中“线索举报”栏目查阅。

8.参与非法集资损失由谁承担？根据《防范和处置非

法集资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

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

参与人自行承担。

9.参与非法集资是否影响个人信用记录？根据《防范

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对依照本条例受到行

政处罚的非法集资人、非法集资协助人，由有关部门建立信

用记录，按照规定将其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

台。

四、如何识别正规小额贷款公司

小额贷款公司是经地方金融管理部门批准

成立的地方金融组织，作为传统金融业的有效补

充，小贷公司在小微企业发展、扶持个体工商

户、农户创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区分

正规小额贷款公司与无放贷资质机构？请认准

以下特征：

1.公司名称合规。公司名称应由行政区划、

字号、行业、组织形式依次组成，只有经地方金融

管理部门审批、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后开业的

小额贷款公司才可以合规使用“小额贷款”“小贷”

“贷”或类似字样。如：XX（省、市）XX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2.采用官方渠道公示。全市依规设立且处

于正常经营状态的小额贷款公司均能在市地方金

融管理局的官方网站查询，无法从官方网站查询

而从事小额贷款业务的公司为无放贷资质机构。

3.经营活动接受监管。根据《湖北省地方

金融条例》等规定，由省、市、区地方金融管理

部门依职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日常业务监管，

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对放贷资金实施专户管理，

所有资金进入放贷专户方可放贷，不得使用个

人或者其他账户发放和回收贷款。

六、如何识别非法中介非法推销

一要警惕非法中介诱导消费者违规转贷带来

违约违法隐患。根据相关监管规定，经营贷须用

于生产经营周转。银行与消费者贷款合同会明确

约定贷款用途，但在“转贷”操作下，银行若发现经

营贷款资金未按照合同约定使用，最终将由消费

者承担违约责任，不但可能被银行要求提前还贷，

个人征信也会受到影响。此外，在经营贷办理过

程中，不法中介宣称可以提供办理各项证件、材料

的服务，“帮助”消费者申请贷款，其实是通过伪造

流水、包装空壳公司等手段获得申请经营贷资格,

此行为涉嫌骗取银行贷款，消费者甚至可能会被

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二要警惕非法中介虚假宣传。非法中介会假

冒银行名义发布办理贷款的广告信息。非法中介会

冒充“××银行”“××银行贷款中心”等名义发布贷

款广告信息，或是向消费者推送贷款额度，声称“在

银行内部有关系”“可走内部流程办贷款”等，诱骗消

费者通过其办理贷款。其实，此类中介机构与银行

并无关联，是为诱骗借款人进行的虚假宣传。

三要警惕非法中介骗取高额息费。非法中介

常以“低价手续费”“百分百获得贷款”等幌子吸引

消费者。在借款人从银行获得贷款后，非法中介

又以各种名义要求借款人将贷款资金打入指定账

户“走账”，伪造“流水”，借款人一旦进行转账操

作，这笔资金大多以“服务费用”等名义被截留，借

款人很难要回资金，面临维权困难。

四要警惕“转贷”操作泄露个人信息。消费者

选择“贷款中介”的“转贷”服务，需要将身份信息、

账户信息、家庭成员信息、财产信息等相关重要信

息提供给中介。部分中介获取消费者个人信息

后，为谋取非法利益可能会泄露、出售相关信息，

侵害消费者信息安全权。

五要警惕中介服务名不副实。非法中介往往

瞄准对贷款业务、流程不熟悉，或者征信有问题的

消费者群体下手，提供所谓的“优惠贷款”“迅速放

款”服务，从中抽取极高的费用。事实上，消费者

完全可以通过银行等正规机构官方渠道自行办理

贷款业务。有些不法中介甚至会不顾消费者偿还

能力，怂恿消费者从各类网络借款平台申请贷款，

有的贷款产品本身就有很高利息，不法中介仍要

再骗取一笔高额费用，其目的就是快速敛财而不

是提供服务。

五、如何区分“典当行”与“寄售行”
典当行

身份：持牌地方金融组织

身份证：典当经营许可证、工商营业执照（我有双证）

审批部门：地方金融管理局

提供服务：抵质押贷款、绝当物品销售

服务性质：地方金融活动

服务质量：规范、透明、有监管

寄售行

身份：个体工商户

身份证：工商营业执照（我只有单证）

登记部门：市场监管局/行政审批局

审批部门：无

提供服务：寄买寄卖

服务性质：一般经贸活动

服务质量：套路多、纠纷多

根据《湖北省地方金融条例》相关规定，寄售行不得悬

挂、名称中不得使用“典”“当”“押”“贷”等容易造成公众误解

的字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