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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A 先生反映，其在 B证券公司购买了资管产品 100万元，两年后该产品被清盘，A先

生只拿回 65万元本金。A先生强调销售人员曾告知产品止损线为 0.9元，亏损不会超过

10%，但实际亏损已远超 10%，因此认为销售人员误导宣传，遂向调解中心申请调解，要求

证券公司赔偿额外损失 25万元。  

调解过程及结果：  

调解员根据双方陈述和提供的证明材料进行梳理分析：一是 A先生所签署的《产品合

同》已加粗提醒“止损线的设置并不是管理人对委托人所能获得最低本金保证，委托人仍

面临本金损失的风险”，且《风险揭示书》等多份文件已多处提示产品可能产生的风险；

二是查看双方提供的微信聊天记录和电话录音，未发现销售人员有误导 A先生的不当表

述。  

基于上述事实，调解员耐心向 A先生解释，一方面引导其正确理解止损线的含义，止

损线并非产品安全线，在极端情况下，投资人仍可能面临更大的损失。经了解，产品管理

人已根据合同约定在触发止损线时及时采取措施，但基于市场流动性原因，产品以低于止

损线的净值完成清算。另一方面告知其在购买产品过程中，已签署了《风险揭示书》《产

品合同》等相关文件，文件中多处都有进行风险揭示，且其本人以录音录像的方式口头确

认知晓合同内容与风险，并自主决定参与投资和自行承担风险。因此，A先生作为一名合

格投资者，应对自身投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同时提醒其后续购买产品前应认真阅读合

同，详细了解产品风险。  

经多次沟通协调，鉴于 A先生无法提供销售人员误导宣传的证据，其要求公司赔偿的

理由不充分，且证券公司已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务，无法支持 A先生的诉求，因此双

方最终未能协商一致。  

案件启示：  

随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正式落地，金融机构开展资产

管理业务时不得承诺保本保收益，资产管理产品要打破刚性兑付，实现净值化管理。这意

味着，理财市场已进入“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新阶段。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理性投资，买者自负。投资者应提升自身风险识别能力，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将

购买理财的方式从以往“低头闭眼”转变为“抬头睁眼”，在签字确认前仔细阅读产品合

同等文件,充分了解产品类型及期限、风险情况等关键信息，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

理财产品。同时，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注意收集和保存与经营机构工作人员的沟通记

录。  

二是适当销售，卖者尽责。证券公司应切实做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把说明告

知、风险揭示工作落到实处。对于格式条款中增加投资者义务或风险承受的条款，应将字

体加粗放大，或作其他特别标识对投资者进行提示，同时主动向投资者做好解释说明工

作，尤其是特殊人群、高风险产品都需进行个性化的告知方案设计，以帮助投资者充分了

解产品，确保投资者在知悉产品风险特征的基础上作出投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