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募基金投资者适当性相关规定

1.《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第十二条 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

能力，投资于单只私募基金的金额不低于 100 万元且符合下列相关标准的单位和

个人：

（一）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的单位；

（二）金融资产不低于 300 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50 万元

的个人。

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

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第十三条 下列投资者视为合格投资者：

（一）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

（二）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

（三）投资于所管理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

（四）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

投资于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

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本条第（一）、（二）、

（四）项规定的投资者投资私募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

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第十四条 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合格投资者之外的单

位和个人募集资金，不得通过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或者讲

座、报告会、分析会和布告、传单、手机短信、微信、博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

向不特定对象宣传推介。

第十五条 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

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第十六条 私募基金管理人自行销售私募基金的，应当采取问卷调查等方

式，对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行评估，由投资者书面承诺符合



合格投资者条件；应当制作风险揭示书，由投资者签字确认。私募基金管理人委

托销售机构销售私募基金的，私募基金销售机构应当采取前款规定的评估、确认

等措施。投资者风险识别能力和承担能力问卷及风险揭示书的内容与格式指引，

由基金业协会按照不同类别私募基金的特点制定。

第十七条 私募基金管理人自行销售或者委托销售机构销售私募基金，应当

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私募基金进行风险评级，向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

能力相匹配的投资者推介私募基金。

2.《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第三条 向投资者销售证券期货产品或者提供证券期货服务的机构（以下简

称经营机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在销售产品或

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勤勉尽责，审慎履职，全面了解投资者情况，深入调查分

析产品或者服务信息，科学有效评估，充分揭示风险，基于投资者的不同风险承

受能力以及产品或者服务的不同风险等级等因素，提出明确的适当性匹配意见，

将适当的产品或者服务销售或者提供给适合的投资者，并对违法违规行为承担法

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经营机构应当制定适当性内部管理制度，明确投资者分类、产

品或者服务分级、适当性匹配的具体依据、方法、流程等，严格按照内部管理制

度进行分类、分级，定期汇总分类、分级结果，并对每名投资者提出匹配意见。

经营机构应当制定并严格落实与适当性内部管理有关的限制不匹配销售行

为、客户回访检查、评估与销售隔离等风控制度，以及培训考核、执业规范、监

督问责等制度机制，不得采取鼓励不适当销售的考核激励措施，确保从业人员切

实履行适当性义务。

第三十四条 经营机构应当妥善处理适当性相关的纠纷，与投资者协商解决

争议，采取必要措施支持和配合投资者提出的调解。经营机构履行适当性义务存

在过错并造成投资者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经营机构与普通投资

者发生纠纷的，经营机构应当提供相关资料，证明其已向投资者履行相应义务。

3.《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管理暂行规定》

第三条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相关销售机构不得违规销售资产管理计划，不

得存在不适当宣传、误导欺诈投资者以及以任何方式向投资者承诺本金不受损失



或者承诺最低收益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情形：

（一）资产管理合同及销售材料中存在包含保本保收益内涵的表述，如零风

险、收益有保障、本金无忧等；

（二）资产管理计划名称中含有“保本”字样；

（三）与投资者私下签订回购协议或承诺函等文件，直接或间接承诺保本保

收益；

（四）向投资者口头或者通过短信、微信等各种方式承诺保本保收益；

（五）向非合格投资者销售资产管理计划，明知投资者实质不符合合格投资

者标准，仍予以销售确认，或者通过拆分转让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或其收益权、为

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提供短期借贷等方式，变相突破合格投资者标准；

（六）单一资产管理计划的投资者人数超过 200 人，或者同一资产管理人为

单一融资项目设立多个资产管理计划，变相突破投资者人数限制；

（七）通过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讲座、报告会、分

析会等方式，布告、传单、短信、微信、博客和电子邮件等载体，向不特定对象

宣传具体产品，但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和销售机构通过设置特定对象确定程序的官

网、客户端等互联网媒介向已注册特 定对象进行宣传推介的除外；

（八）销售资产管理计划时，未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资产管理计划交易

结构、当事各方权利义务条款、收益分配内容、委托第三方机构提供服务、关联

交易情况等信息；

（九）资产管理计划完成备案手续前参与股票公开或非公开发行；

（十）向投资者宣传资产管理计划预期收益率；

（十一）夸大或者片面宣传产品，夸大或者片面宣传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及

其管理的产品、投资经理等的过往业绩，未充分揭示产品风险，投资者认购资产

管理计划时未签订风险揭示书和资产管理合同。

第四条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设立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不得违背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原则，不得存在以下情形：

（一）直接或者间接对优先级份额认购者提供保本保收益安排，包括但不限

于在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合同中约定计提优先级份额收益、提前终止罚息、劣后

级或第三方机构差额补足优先级收益、计提风险保证金补足优先级收益等；



（二）未对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劣后级份额认购者的身份及风险承担能力进

行充分适当的尽职调查；

（三）未在资产管理合同中充分披露和揭示结构化设计及相应风险情况、收

益分配情况、 风控措施等信息；

（四）股票类、混合类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的杠杆倍数超过 1倍，固定收益

类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的杠杆倍数超过 3倍，其他类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的杠杆

倍数超过 2倍；

（五）通过穿透核查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投资标的，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嵌

套投资其他结构化金融产品劣后级份额；

（六）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名称中未包含“结构化”或“分级”字样；

（七）结构化资产管理计划的总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超过 140%，非结构化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即“一对多”）的总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超过 200%。

4.《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人民银行

六、【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金融机构发行和销售资产管理产品，应当坚

持“了解产品”和“了解客户”的经营理念，加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向投资者

销售与其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相适应的资产管理产品。禁止欺诈或者误

导投资者购买与其风险承担能力不匹配的资产管理产品。金融机构不得通过对资

产管理产品进行拆分等方式，向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低于产品风险等级

的投资者销售资产管理产品。

金融机构应当加强投资者教育，不断提高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和风险意

识，向投资者传递“卖者尽责、买者自负”的理念，打破刚性兑付。

八、【金融机构受托管理职责和投资者保护】金融机构运用受托资金进行投

资，应当遵守审慎经营规则，制定科学合理的投资策略和风险管理制度，有效防

范和控制风险。

金融机构应当履行以下管理人职责：

（一）依法募集资金，办理产品份额的发售和登记事宜。

（二）办理产品登记备案手续。

（三）对所管理的不同产品受托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投资。

（四）按照产品合同的约定确定收益分配方案，及时向投资者分配收益。



（五）进行产品会计核算并编制产品财务会计报告。

（六）依法计算并披露产品净值，确定申购、赎回价格。

（七）办理与受托财产管理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项。

（八）保存受托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九）以管理人名义，代表投资者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以上私募基金投资者适当性规定，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