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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活动 

宣传手册（2018） 

 

一、低净值人群所需的基础金融知识 

低净值人群可支配的资产较少，金融知识较缺乏，金融

风险意识较低，缺少基本的投资理财意识及技能。因此，要

普及基础金融知识，使低净值人群掌握基础的金融技能包括

符合其资产状况及风险承受程度的投资理财技能，实现“钱

袋子”的保值增值。 

（一）人民币知识。以“识别防伪特征，维护持币利益”

为主题，介绍人民币防伪特征识别技巧、2015年版第五套人

民币 100 元纸币票面特征、冠字号码查询为手段的假币纠纷

解决机制、小面额现金供应长效机制、小面额人民币兑换程

序等。 

（二）存贷款知识。介绍现行存贷款利率状况、计息规

则，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情况等；针对低净值人群的不同需

求介绍个人住房贷款、汽车贷款、教育助学贷款、就业创业

贷款的申请和使用，以及贷款、还款注意事项等内容。 

（三）征信知识。介绍个人信用报告的概念、如何查询

个人信用报告、如何拥有良好的个人信用记录，如何保护个

人隐私等。解读征信领域热点问题，培养社会公众信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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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支付结算知识。普及支付结算管理新规相关内容，

如个人账户分类管理和转账规定等。介绍各种支付工具尤其

是新型电子支付工具使用技巧、注意事项及使用风险。 

（五）银行卡安全用卡常识。介绍银行卡个人信息安全

保护措施，金融 IC 卡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增强消费者

个人金融信息风险防范意识，确保个人金融信息不受侵害。 

（六）理财知识。介绍常见的个人理财工具和理财风险

防范，培养低净值人群的风险意识。普及国债和黄金投资知

识，介绍国债发行和国债兑付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侵犯消费者

权益的情况；介绍居民投资黄金的合法渠道，了解非法黄金

交易活动主要形式及陷阱。 

（七）外汇业务。介绍个人通过电子渠道办理结售汇业

务和小额购汇业务的基本流程及风险点，披露地下钱庄等外

汇违法活动的危害及打击成果等，引导消费者自觉远离和抵

制外汇违法活动。 

（八）金融消费者投诉咨询、受理、处理相关知识。介

绍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发生纠纷或争议时，可以采取的协

商、投诉、调解、仲裁、起诉等解决途径。 

二、各类低净值人群所需重点普及的金融知识 

不同类型的低净值人群存在各自的固有行为特点和不

同的生产生活状态下所需的金融知识，要因人而异地制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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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的金融知识普及方案，明确各类低净值人群所亟需的金

融知识普及要点。 

（一）农民群体重点普及知识。征信知识、支付结算知

识（重点介绍助农取款、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识别非

法金融广告、远离非法集资、防范电信诈骗、防范银行卡盗

刷等知识。 

（二）务工人员重点普及知识。征信知识、支付结算知

识（重点介绍支付工具尤其是新型电子支付工具使用技巧）、

理财知识、外汇知识、识别非法金融广告、远离非法集资、

防范银行卡盗刷、防范电信诈骗、互联网金融等知识。 

（三）老年人重点普及知识。人民币知识、存贷款知识、

支付结算知识、理财知识（重点介绍养老理财规划）、识别

非法金融广告、远离非法集资、防范电信诈骗、防范银行卡

盗刷等知识。 

（四）青少年重点普及知识。征信知识、支付结算知识

（重点介绍支付工具尤其是新型电子支付工具使用技巧）、

外汇知识、识别非法金融广告、远离非法集资、防范电信诈

骗、防范银行卡盗刷、远离校园不良网络借贷等知识。 

（五）残疾人重点普及知识。人民币知识（重点介绍人

民币防伪特征识别技巧）、征信知识、识别非法金融广告、

远离非法集资、防范电信诈骗、防范银行卡盗刷等知识。 

三、低净值人群面对常见非法金融活动的五步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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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老百姓“钱袋子”被戳破的事情屡屡出现，这

些事件主要集中在非法金融广告、非法集资、电信诈骗、银

行卡盗刷以及校园不良网络借贷等。低净值人群的金融能力

和风险责任意识较弱，难以自觉远离和抵制非法金融活动。

因此，低净值人群选择金融产品和服务时可通过勤学、多思、

慎行、善改、明责五步骤来增强自身的辨别能力，坚决远离

非法金融活动，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一）勤学。广泛学习金融知识，提高自身识别非法金

融活动的能力。一是涉及非法金融广告，应学习《中华人民

共和国广告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了解互联网金融基本知识，

掌握常见非法金融广告类型及识别方法以及被非法金融广

告误导的救济途径。二是涉及非法集资，应明辨常见的线上、

线下非法集资方式，例如“金融互助为名的传销”、“畸高年

化收益率的 P2P圈钱”、“存单变保单”、“银行‘飞单’”、“高

额贴息揽储”等。三是涉及电信诈骗，应了解常见的电信诈

骗手段、识别方法、防范和补救措施以及注意事项等，常见

的电信诈骗手段包括但不限于：邮包诈骗、冒充熟人诈骗、

中奖信息诈骗、网购诈骗、电话欠费诈骗、退税诈骗、假冒

汇款或催还借款名义诈骗、虚构股票个股走势诈骗、贷款诈

骗、以“假车祸或摔伤住院”为名的诈骗、虚构绑架事实的

诈骗、QQ诈骗、发送虚假招聘广告诈骗、发送预测彩票信息

诈骗、发布敲诈勒索信息诈骗等。四是涉及银行卡盗刷，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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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银行卡、移动支付、个人信息保护等基本知识。五是涉

及校园不良网络借贷，应学习网络借贷、助学贷款等知识和

相关法规政策，了解和掌握合法助学信贷渠道。 

（二）多思。多多思考，提高警惕，避免盲目、冲动地

进行金融交易。涉及非法金融广告，当金融广告的收益让人

心动时，要思考广告中的金融产品的风险在哪里，自身的风

险承受能力有多大。涉及非法集资，对高收益的诱惑要有清

醒的认识，不要妄想“天上掉馅饼”，对“高额回报”、“快

速致富”的投资项目进行冷静分析，避免上当受骗。涉及校

园不良网络借贷，要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想一想使用有害

网络借贷是否有能力偿还高利息，是否会给自己带来严重的

影响，对不良网络借贷应有抵制能力。 

（三）慎行。规范自身金融行为，谨慎使用金融工具，

避免自己陷入预先埋伏好的非法金融陷阱中。涉及电信诈

骗，不轻易将个人信息留在不熟悉或不正规的机构、网站中，

网银账号、普通社交账号密码要区分，密码定期修改，谨防

信息泄露。涉及银行卡盗刷，养成规范使用银行卡、自我保

护个人金融信息的良好习惯，正确使用和管理支付工具，防

范银行卡盗刷等不法侵害。 

（四）善改。发现自身固有的行为偏差和错误交易习惯

后，要积极改正。金融消费者一旦发现或经人提醒自己参与

到了非法金融活动中时，要坚决停止。不规范的经济活动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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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着巨大风险，尤其是参与非法集资的金融消费者应认识到

非法集资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

担，果断退出。青少年也应果断中止校园不良网络借贷，防

范校园不良网络借贷对自己经济、精神甚至是生命的侵害。 

（五）明责。明确掌握自身在金融交易中应承担的责任。

金融消费者在正常的金融交易中要树立责任意识，明白其

“自享收益”的同时，要“自担风险”，因此，要自觉远离

非法金融活动，避免盲目投资和冲动交易，承担正常的金融

交易风险，提高自身的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