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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代言金融产品要小心，金融消费者更要理性看待明星代

言，切实防范金融陷阱。

4 月 22 日，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 2021 年第二期

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要理性看待明星代言，做到“三看一防

止”,切实防范金融陷阱。

银保监会表示，消费者选择金融产品或服务时，不可盲信明

星代言，应理性对待“明星代言”的产品或服务。要坚持理性投资、

价值投资，不宜一味追求赚“快钱”，更要摒弃一夜暴富观念。对

承诺高于平均收益率的金融产品要小心谨慎，不要轻信高回报无风

险等虚假宣传。

近年来，随着 P2P 频繁暴雷，众多曾为 P2P 产品代言的明星

也成为舆论焦点。关于明星要不要为其代言的 P2P 产品负责、要不

要参与赔偿的问题亦争论不休。银保监会此次强调，明星等公众人

物代言，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法律法规，不得为

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荐、证明，不得明知或

者应知广告虚假仍作推荐、证明。接受代言前，应当查验所代言机

构是否具有合法资质，所代言产品和服务是否内容真实、符合监管

要求。

监管细数明星代言金融产品五大常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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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类互联网平台及理财

投资产品层出不穷，一些机构邀请明星代言推广或站台，存在过度

宣传、承诺高额回报、误导性宣传等问题，严重损害了金融消费者

合法权益。

银保监会表示，目前，明星为各类互联网平台或金融产品代

言种类繁多，常见模式大致有以下五种：

一是为 P2P 平台代言。近年已有明星代言的平台爆雷，导致

参与者资金受损。

二是代言涉嫌非法集资的产品。如“中晋系”集资诈骗案已

导致万余名投资者遭受资金损失。

三是为互联网金融平台代言。网络平台操作更便捷，但也容

易存在风险提示、投保告知不充分等问题，消费者切忌因明星代言

而忽略风险告知事项。

四是为金融产品、平台站台。如“泛亚有色”曾邀请某学者

出席活动，利用名人光环对公众造成消费误导。

五是为银行保险机构某类产品或整体品牌代言。如明星担任

银行信用卡推广大使或宣传大使。

此外，银保监会提出，部分粉丝无底线追星，为明星集资打

榜等不理智追星行为也被不法分子利用，导致一些集资乱象。还有

的利用名人效应过度营销宣传诱导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有可能引

发过度负债、暴力催收等问题。



银保监会强调，代言人和金融产品供给主体应依法合规履行

责任。一方面，金融产品供给主体应切实规范本机构及合作方的金

融营销宣传行为，未取得相应金融业务资质的市场经营主体，不得

开展与该金融业务相关的营销宣传活动；不得以欺诈或引人误解的

方式对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进行营销宣传；不得对资产管理产品未

来效果、收益或相关情况做出保证性承诺，不得明示或暗示保本、

无风险或保收益。

另一方面，明星等公众人物代言，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广告法》等法律法规，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

服务作推荐、证明，不得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作推荐、证明。

接受代言前，应当查验所代言机构是否具有合法资质，所代言产品

和服务是否内容真实、符合监管要求。

不可盲信明星代言 “点名”青少年要小心

针对上述乱象，银保监会提醒金融消费者，金融产品信息不

对称性高、专业性强，代言人自身如果没有辨别代言产品资质、不

了解产品风险，可能产生宣传误导风险。金融消费者要理性看待明

星代言，不可盲信明星代言，应理性对待“明星代言”的产品或服

务，做到“三看一防止”,切实防范金融陷阱。

所谓的“三看一防止”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一是看机构是否取得相应资质。金融行业属于特许经营行业，

不得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金融业务。



银保监会提醒，消费者应选择有相应金融业务资质的正规机

构、正规渠道获取金融服务。可以登录金融监管部门网站、行业协

会网站查询机构有关信息，或者向当地金融监管单位核实机构资质。

二是看产品是否符合自身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消费者购买

金融产品时，要了解产品类型、条款、风险等级、告知警示等重要

信息，根据自身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当的金融产品。

“要坚持理性投资、价值投资，不宜一味追求赚’快钱’，

更要摒弃一夜暴富观念。”银保监会强调。

三是看收益是否合理。投资理财风险和收益并存，消费者面

对营销宣传时，要重点关注是否如实地披露了风险和收益，以防被

误导或欺诈。对承诺高于平均收益率的金融产品要小心谨慎，不要

轻信高回报无风险等虚假宣传。

四是防止过度借贷。理性看待借贷消费、理财投资等广告宣

传，保持理性金融观念，不盲目跟风消费、借贷和投资。

银保监会强调，青少年尤其要对粉丝应援、借贷追星、集资

追星等行为保持理智，谨防陷入非法集资等金融陷阱。

三方面做好 P2P 存量风险处置工作

近年来，随着 P2P 频繁暴雷，众多曾为 P2P 产品代言的明星

也成为舆论焦点，朗朗、唐嫣、汪涵、杜海涛等明星都曾“踩雷”

P2P 代言。关于明星要不要为其代言的 P2P 产品负责、要不要参与

赔偿的问题亦争论不休。



据多家媒体此前报道，上海汉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宋一欣律

师在“腾讯新闻相关话题”上表示，从法律责任层面上，有两个方

面。其一，受害人购买或消费的产品（包括金融产品）与服务（包

括金融服务），本身若存在欺诈，受害者无疑应从刑事制裁，行政

监管，民事索赔三方面追责，本身若不存在欺诈，则依据去刚性兑

付的原则，只能清算该公司既有资产乃至破产。其二，相关产品有

明星代言的，依据广告法等法律法规，看一看有无虚假广告宣传，

有无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在其能力所及范围而言，如代理的产品

是否是合法批准的产品等），如果无，则明星代言后并不承担责任，

如果有，则要看虚假广告的侵权程度，决定其是否应承担退出代言

费等责任。

今年 1 月，北京市朝阳区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发布公告称，部

分网贷机构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聘请知名演艺人员、公众人物作为

广告代言人，利用其影响力吸引投资人购买非法金融产品。上述广

告代言人未尽到合理的审查义务，作出不实宣传，对损害结果的发

生和扩大存在过错，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公告强调，自即日起，请曾经或仍在涉 P2P 网贷广告中，以

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相关产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即广告代言人），尽快联系该中心就相关问题进

行说明，并配合开展网贷平台清退工作。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近日银保监会 2021 年一季度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目前 P2P 在营机构实现了清零，也就是说 P2P 机构已经



停止开展新的网贷业务，存量风险得到有序压降。后续主要是做好

存量风险处置工作，下一步将从几个方面努力：

一是加大正常退出机构风险化解的力度。首先，加强监测，

防止存量机构出现违规展业的情况。其次，创新工作方法，加大资

产处置的力度，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提高出借人的清偿率，特别要压

实各大网贷平台主体责任。同时，我们正在加快推动更多网贷机构

接入征信系统，加大失信惩戒力度，严厉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

二是依法加快刑事立案的机构资产处置的力度，协调公安、

司法等部门加大涉案资产追缴处置的统筹力度，提升案件侦办和审

判的效率，做到阳光办案，积极地回应出借人的关切。

三是着力健全网贷风险监管的长效机制。一方面对存量的退

出机构加强监测，同时防止新出现 P2P 类似的机构。另一方面，在

立法层面，有关部门正在推动相关的立法，比如推动《非存款类放

贷组织监督管理条例》尽快出台，去年 11 月份也公布了网络小额

贷款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相关法规、规章将尽快出台，从制

度建设方面不断健全监管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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