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有偿推荐虚拟货币

针对欺诈、不实、误导、无资质四方面金融类营销宣传行为，微信公众平台运营中
心今日发布
《关于金融类违规营销内容的规范》
（以下简称“规范”）。其中，金融类欺诈营销行为较为突出，规范共提及三个具
体案例，分别为
禁止高收益理财欺诈、禁止有偿荐股类欺诈以及禁止以其他新型概念进行欺诈。

针对金融产品的网络营销活动，人民银行等7部门于去年末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
销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出，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为非法金融活动提供网络营销服务，包括但不限于非法集资、
非法发行证券、非法荐股荐基、虚拟货币交易等。

业内人士指出，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网络营销乱象仍时有发生。随着互联网快速发展
、新媒体自媒体数量增多以及公众投资理财需求上升，各类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
招式”层出不穷，其中就包括借营销之机违规向公众推荐证券基金及理财产品，片
面夸大宣传甚至虚假宣传。

高回报不可信 “导流欺诈”遭禁止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互联网平
台具有导流作用，此前
在一些公众号
推文中，存在着违规导流不
正常高回报理财产品的现象
，具体方式为在未明确日化或年化收益的情况下，通过可疑的引导性内容，诱导用
户添加个人微信或外链推广高收益理财产品。

博通咨询金融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认为，此类违规导流等现象此前在微信公众号上
时有发生，互联网平台的辐射范围能够触达各个年龄段的用户，包括金融知识相对
匮乏的群体，而这类群体有可能成为违规不良营销行为的潜在攻击对象。

“导流也是销售行为的一种。”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对财联社记者表示，按
照现行监管要求，互联网定期存款业务严格限定于自营网络平台，不得在非自营网
络开展存款产品展示、营销宣传；理财公司产品也暂不允许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和其
他机构开展销售活动。

有偿荐股多为骗局 账户资金或遇风险

同时，规范还提出，在微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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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帐号发布的内容中，
禁止有偿荐股类欺诈，具体的行为是以有偿荐股的名义，从事欺骗用户跟随掮客购
买股票。

对于此类荐股骗局，有证券行业从业人士表示，首先，按照《证券法》相关规定，
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须持证上岗，且在直播、自媒体账号等网络渠道上开展活动
，也要具备相关从业资质；其次，有偿荐股多为骗局，其中涉及的资金流向与账户
安全性均无法得到保障。

证监会青海监管局此前发文提醒，合法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均通过公司专用账户收
款，对于要求将钱打入个人银行账户的证券咨询活动，投资者要格外警惕。同时要
注意识别汇款账号，不要通过微信、支付宝向对方转账，否则无法核查汇款去向。

不得开展“不实+误导”营销 无资质公众号亦被严禁

在金融产品及服务的互联网营销活动中，信息不实与误导也是一大乱象。

对此，规范明确，微信公众帐号发布的内容中不得含有（包括但不限于）多种夸大
或不实的金融类营销宣传行为，包括内容明示或暗示金融产品或服务未来效果、收
益或对相关情况作出保证性承诺，如明示或暗示保本、无风险或保收益（国家另有
规定的除外，例如国债）。

同时，对于涉及信息误导的营销宣传，规范也指出，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内容中，不
得利用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或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的审核或备
案程序等作为宣传噱头，误导消费者认为该金融产品或服务有政府保证。

微信公众号平台给出的违规案例显示，一篇推文的标题为“政府城投定融理财群”
，内容呈现为相关债权资产的收益区间，并写有“AA评级主体融资”、“AA+评
级主体担保”等误导信息。

近期，国家广电总局等部门印发的《网络主播行为规范》规定，“对于需要较高专
业水平（如医疗卫生、财经金融、法律、教育）的直播内容，主播应取得相应执业
资质”。

微信公众平台运营中心也提出，微信公众号开展金融类营销宣传也要“持证上岗”
，若申请主体填写的名称含有金融类相关业务含有（包括但不限于）银行、保险、
基金、证券、借&；贷、公募等金融业务或服务相关关键词，申请主体应具备适当
的金融宣传资质，提供能够证明合法经营资质的材料，例如经营许可证、备案文件
、行业自律组织资格等与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相关的身份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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