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5 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

为进一步倡导理性投资文化，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将每年 5 月 15 日设立为“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金融工作

会议部署要求，扎实做好投资者教育宣传工作，根据江西证监局部署，2025 年

“5·15 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活动主题为“‘多彩江西·缤纷投教’红色篇

——星火忆征程 投教践初心”。

今天，我们将从投资适当性、理性投资、风险防范等角度，通过相关案例和

防范要点的形式，帮助大家梳理正确投资观念，远离金融陷阱，守护财富在安全

的前提下实现稳健增长。

常见投资陷阱

一、高息保本还稳赚？当心一脚踩深渊！

案例：不法分子常常编造“天上掉馅饼”的谎言，利用最新高科技理念虚假

包装成投资项目，承诺保本且有高收益，诱导投资者参与。在投资初期，他们信

守承诺，按时足额兑付本息，可一旦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卷款潜逃，让投

资者血本无归。

防范要点：在投资理财时，投资者应谨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息保本是陷

阱”，高收益往往伴随着高风险。遇到宣传各种夸张的、具有诱惑性收益的投资

产品，投资者应保持冷静理性，警惕“非法集资”的金融诈骗陷阱，莫被高额回

报冲昏头脑。正规的投资理财产品均会充分提示风险，充分披露产品的风险评级、

费用、投资范围、发行托管机构等信息，并要求匹配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不

会承诺保证本金、保证收益。

二、“专家内幕”赚大钱？小心投资杀猪盘！

案例：一些不法分子伪装成投资专家，以“内幕消息”“经验丰富”“AI

投资”“专家荐股”等为噱头设立钓鱼群，诱导投资者入群。群内“高手”热聊，

展示历史投资高收益，宣传过往精准买卖点，在骗取投资者信任后，诱骗投资者

购买特定投资产品。随着受害者逐步放下戒备不断增加投资后，不法分子便会卷



款消失。

防范要点：投资者切勿轻易相信身份不明的机构、个人或网络平台，应当通

过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进行投资，选择正规的、受监管的持牌金融机构发行的产

品。正规金融金融机构、销售人员和金融产品具有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商业银

行均会公示产品销售人员的资质信息。

三、养老投资给返利？本金才是“盘中餐”

案例：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防备心弱、养老焦虑、金融知识少等特点，假借

“晚辈”“专家”“护工”的身份接近他们，通过虚构诸如养老公寓、养老服务、

养生服务、养生产品等投资项目并承诺“保本金”“高回报”“能养老”“能养

生”等，诱使老年人将养老积蓄投入虚假的投资项目中，一开始甚至真的有投资

收益，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骗取钱财。

防范要点：老年朋友在投资理财时，应选择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和正规的销

售渠道，不要轻易相信非正规金融机构人员的营销宣传，不轻信来源不明的电话

和网络宣传信息。做投资决策前，和子女、家人、朋友多沟通商量，也可以前往

银行网点进行咨询确认，评估好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

要冒险投资，避免上当受骗。

三妙招护钱袋

一、保持冷静，理性投资

遇到具有夸张性、诱惑性、保证性的金融产品宣传时，需要保持冷静、理性，

越是宣传得“天花乱坠”的专家，越是听上去“新颖高深”的概念，越是越不提

示风险披露信息的产品，越要提高警惕，小心金融诈骗、非法集资。

凡是有不提示“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等风险信息的，不要求进行投资

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的，不要求匹配投资者和产品适当性的，不披露销售人员资

质信息的，没有完整的产品销售文件和披露信息等情况的，大概率都是投资骗局。

二、选择正规的金融机构和渠道

切勿轻易相信身份不明的机构、个人或网络平台，应当通过正规金融机构渠

道进行投资，选择正规的、受监管的持牌金融机构发行的投资产品。投资者可通

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基金业协会、中国理

财网等官方网站查询到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和投资产品的信息，商业银行也会公



示产品销售人员的资质信息。

三、多多学习投资理财知识

学习基础金融知识、提升个人金融素养是每个公民的人生必修课，开展投资

理财前应当学习基础的投资理财知识，了解金融投资的收益来源于实体经济的利

润，正常情况下不会有高于实体经济利润率的投资收益率。这样不仅能有效识别

不法分子的骗术，还能更好地了解投资理财产品。对于不熟悉、不透明、不公开

的领域坚决不碰不投，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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