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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开一个金融直播间，里面有一位或几位

着装正式的直播人员，或分析经济形势，或介

绍公司情况，或进行投资者教育，听起来头头

是道。李佳琦直播间里常听到的“哦买尬”“买

它买它”等话语没有出现，打折促销的信息也

鲜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始终醒目的“市场有

风险，投资须谨慎”。

经过 2020 年的发展，这类直播间越来越多，

各大金融机构纷纷在线上加码理财直播，明星

基金经理、理财大咖们在线求点赞、求关注，

展开了“花式直播战”。仅在蚂蚁财富平台上，

就已经有超过 30 家公募基金开启了淘宝直播。

不过红火的市场近来遭遇了一些阻力，监管的

压力和股市的震荡让这股金融直播热潮逐渐冷

静下来。

“年轻态”的火热
春节期间，支付宝理财节活动吸引了 33 家

基金公司参与，直播内容多以基金产品路演、市

场观点分享、投教课程为主。多家金融机构通过

理财直播等形式在线上保持营业，高峰期超过十

场基金公司直播同时进行，观看人次比去年春节

增长了十几倍，跨年夜当天有六十万人观看。

红火的金融直播背后是投资群体的年轻化。

有数据显示，2020 年新增基民中，“90 后”占

一半。平台数据显示，理财直播观众中，“90 后”

占到 4 成，定投基金的用户中超 4 成是“90 后”，

6 成“90 后”稳定持有单只基金超一年。购买了

3 只及以上不同板块基金产品的投资者中，半数

以上是“90 后”。如今在小红书、抖音、B 站

等平台上谈基金，也成为了年轻人的社交方式之

一，饭圈化的行为模式也出现在了他们对基金经

理的行为之中，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张坤。

张坤是公募历史上第一位管理规模突破千

亿元的基金经理。在微博上，张坤被称为“基

金界的爱豆”，配有“坤坤不老，蓝筹到老”

字样的表情包在微博传播，甚至有网友注册了

“易方达张坤全球后援会”账号，“易方达张坤”

微博超话的帖子也更新频繁。不过当基金业绩

下滑，大家口中的“坤坤”又变成了“菜虚坤”。

基金与基金经理频频被送上热搜，体现了

当代年轻人越来越重视理财的趋势。跟风入场

的年轻人对于相关知识了解较少，热闹的金融

直播间强化了他们追热点、买爆款的消费习惯，

这与理性投资行为相去甚远。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限制，2020 年各家

基金公司尝试通过线上方式宣传产品和基金经

理，金融直播的热潮由此开始。推介线上化让

投资门槛逐渐降低，直播形式让基金经理更方

便与更多投资者交流。随着竞争逐渐激烈，宣

传基金公司品牌和产品的花样越来越多，短视

频、情景剧、直播间推介等形式层出不穷，泛

基金公司和互联网代销平台线上营销，应再冷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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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化倾向日渐明显。

宣传吸睛不如产品留人
热闹的背后，金融直播隐藏的风险不容忽视。

直播营销受众群体广泛、门槛和获客成本

不高的特性，让基金公司发现了直播营销的引

流潜力。但金融类产品不属于标准化的零售商

品，李佳琦、薇娅直播间中的快消产品，用户

在非理性消费后还可以七天无理由退货。金融

产品一般需要根据消费者或投资者的风险承受

能力进行针对性推介。当用户下单的那一刻，

金融类产品的购买体验和服务才刚刚开始，但

直播带货模式的弱点恰恰在于无法有效识别每

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一对一地进行充分沟通，

保证理性投资。如果金融产品不适合该投资者，

从基金销售的角度也属于失职。

由于直播形式新颖，传统的监管模式可能

存在疏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从业者可以随心所

欲，基金的宣传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大部分金

融机构自己的直播间都是公司内部人员进行直

播，较少引入外部人员，基金经理、研究员等

本身具有专业基础和合规意识，每场直播的内

容也有事先审核流程，合规性有保障，但是一

些无资质金融直播营销主体擅自开展金融产品

直播营销，涉嫌非法或超范围开展金融营销宣

传活动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针对相关风险，2020 年 10 月银保监会消

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 2020 年第 5 号风险提示，

提醒社会公众注意甄别金融直播营销广告主体

资质，防范直播营销中可能隐藏的销售误导等

风险，树立科学理性的金融投资、消费观念。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还提醒消费者，要从辨明

直播主体资质、看清直播内容、知悉金融消费

或投资风险三方面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2021 年 3 月 3 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发布了《关于公募基金行业投教宣传工作的

倡议》，要求基金管理人发挥专业价值，审慎

合规开展投教宣传活动；同时，还要求完善公

司内控管理，提升从业人员素质，严格履行信

义义务等，为基金投教宣传的娱乐化现象画出

监管红线。

这份倡议为基金从业者敲响了警钟，倡议中

提到，公募基金管理人开展投教宣传活动时，应

注重专业、诚信、合规，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

理财观念，坚持长期投资、价值投资和理性投资。

基金是很容易通过数据体现好坏的产品，即便是

不成熟的投资者，在亏损一段时间后也会自行退

出。因此，吸睛的宣传并不能保证业绩的优异，

做好产品留住客户才是基金的根本。

对于投资者而言，观看直播后，冲动购买

基金产品并不是一个好选择。如果真的要买，

不妨货比三家，基金经理的过往业绩、投资倾

向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资深的投资者有自己

的投资逻辑，新加入的投资者也没必要过于着

急，早期被教育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冷静一

点才能做出更加适合自身的投资选择。

消费者要从辨明
直播主体资质、
看清直播内容、
知悉金融消费或
投资风险三方面
提高风险防范意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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