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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理财 如何趋利避害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互联网已成为中国各领域创新创业的“催化剂”。作为国民

经济血脉的金融行业最早赶上了“互联网+”的风口。近几年来，以P2P、众筹和互联网理财等
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互联网金融为投资者打开一扇门的同时，随之
而来的风险和隐患也须引起警惕。

如何提高风险意识
防范网络诈骗

那么在互联网投资理财过程中，
如何提高风险意识，防止被骗呢？

首先，要多方查证平台是否正
规。目前，国内投资理财类平台参差
不齐，在选择购买投资产品前，一定要
先查一下平台本身是否可靠。比如要
注意网站宣传有否夸张收益，是否承
诺保本。业内人士表示，从近年来的
一些非法集资案例来看，虚假宣传类
平台的特点，主要是宣传自己有国
资、央企背景，但实际上经营主体往
往都是民营企业或者是自然人，部分
理财平台称受英国、澳大利亚金融监
管局监管，但经过相关监管网站查询
发现信息根本不匹配，业务牌照涉嫌
造假。

其次，不要轻信承诺保本的高息
平台。那些号称有高额分红并且承诺
保本的，基本上是骗子，盯着收益不如
去核验一下是否有实质投资项目。所
有投资产品，产生收益基本上要有实
质的投资项目。如果这类平台上无实
质投资项目说明书，或者虽然有，却查
不到，就需要注意了。一定要看清楚
有无介绍资金流向，投资标的是否清
楚。有的平台宣称有项目投资担保，
但如果查一查担保公司与平台的关
系，会发现可能属于同一个控制人。

还有非常关键的一条，就是明
确合理的投资收益目标。在投资
理财过程中，要避免情绪化，不要
被高利吸引，不轻信保本承诺，
在面对多样的线上理财产品
时，应当仔细研究手中资金如

何分配，将鸡蛋分别放进“多个篮
子”，以保证个别平台发生问题时不
至于功亏一篑。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很多金融消
费者进行理财投资，是希望自己的财
富获得稳定的保值增值，而并非冒着
大风险获取高额利润。所以说，成功
的理财投资，关键是正确识别风险、把
控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互联网金融
带来机遇与风险

据业内人士介绍，互联网金融的主要模式
包括第三方支付、P2P、网络小额贷款、互联网
保险、网络证券、众筹等。

从金融消费者的需求来看，互联网金融通
常包括三个业务领域，即第三方支付、互联网融
资和互联网投资。阿里系的支付宝、苏宁、京
东、腾讯和百度，都推出了众多互联网金融产
品，如余额宝、理财通等等。经过几年的发展与
壮大，他们在中国逐渐成为用户量较大的互联
网金融产品，为国内的广大投资者服务。

2013年开始，国内互联网金融开始进入快
速发展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
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我国金融消费者
规模达8.02亿，互联网理财用户已达1.69亿。

互联网金融不仅给金融消费者带来了更便
捷的理财体验，也带来了更多理财选择，但其中
存在的风险也不可忽视。因为以网络技术为依
托开展业务，互联网金融产品通常牵涉线上线
下众多用户，涉及金额巨大且分布范围广，所以
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引起较大的风险并迅速蔓
延，危害公共秩序，影响社会稳定。

事实上，这两年此类风险没少爆发。有的
P2P平台跑路或倒闭，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被
曝挪用客户备付金。还有一些非法理财平台
打着“互联网金融”的幌子，变相非法集资，用
高息无风险的甜头，诱导投资者，给其带来巨
大的伤害。

如何分辨非法金融广告？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广告？“稳赚不赔、
100%本金收益保障”“即投即计息，20%年息”

“无风险，高收益”……
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形式多样的金

融宣传广告，如何辨别非法金融广告呢？
监管部门提醒，金融广告在投放前，须取

得相应的金融业务资质，投资者可关注金融
广告的内容是否与所取得的金融业务资质在
形式和实质上保持一致。

互联网平台上发布的金融广告是否具有
可识别性，是否显著标明“广告”也是判断广
告是否合法的原则之一。另外，还需关注金
融广告是否对金融产品或服务可能存在的风
险以及风险责任有合理提示或警示，如标明

“投资有风险”字样等。
金融广告不能对金融产品或服务的未来

效果、收益或者与其相关的情况违规作出保
证性承诺，明示或者暗示保本、无风险或者保
收益。金融广告也不能夸大或者片面宣传金
融服务或者金融产品，在未提供客观证据的
情况下，对过往业绩作虚假或夸大表述，如承
诺高额利息、高额回报等。

辨别金融广告是否合法，也可以看其对
投资理财类产品的收益、安全性等情况有无
虚假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金融广告是
否违法利用学术机构、行业协会、专业人士、
受益者的名义或者形象作推荐、证明，金融广
告是否违法宣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主
管部门明令禁止的违法活动内容。

涉嫌非法金融广告的一般会有下列相关
特征：如承诺“轻松高收益，数倍于银行产
品”；承诺“百分百本息保障”；承诺“无需征信
报告，只要一张身份证，即可24小时放款”；承
诺“无征信秒过”；承诺“一张身份证，来就借”
等。

监管部门提醒，在遇到金融广告活动
时，一定要擦亮双眼。通过运用这些识别
技能，增强自身风险责任意识，尽量不被误
导，正确选择符合自身风险偏好的金融产
品和服务。

记者 周静 通讯员 曾艳

“e租宝”案
90万名投资者被坑

［案情回放］“e租宝”2014年7月上线，
2015年12月16日被立案侦查。不法分子以
高额利息为诱饵，虚构融资租赁项目，其平台
上假项目占比达95%以上。因项目虚假，“e
租宝”投资款绝大多数并未流向项目公司。

不法分子持续采用借新还旧、自我担保等
方式大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累计交
易发生额达700多亿元。一年半内
非法吸收资金500多亿元，受害投资
人达90万，遍布全国31个省市区。
［点评］“1元起投，随时赎回，高收

益低风险。”这是“e 租宝”广为宣传的口
号。许多投资人就是轻信了“e租宝”保本保
息、灵活支取的承诺而上当受骗的。所以，投
资者保持理性心态，不轻信保本高息承诺，是
防范风险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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