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法律法规原则类考点
1、基金监管的基本原则

①保护投资人利益原则，保障投资人利益原则是基金监管活动的目的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基金监管应以保障投资人

即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为首要目标。

②适度监管原则，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也要适时适度，要有适当性、必要性和相称性

③高效监管原则，基金监管活动不仅要以价值最大化的方式实现基金监管的根本目标，而且还要通过基金监管活动

促进基金行业的高效发展。

④依法监管原则，监管机构的设置及其监管职权的取得，必须有法律依据；监管职权的行使，必须依据法律程序，

既不能超越法律的授权滥用权力，也不能怠于行使法定的职责；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必须依据法律的明确规定，秉

公执法，不偏不倚。

⑥审慎监管原则，金融业特有的一项监管原则，旨在通过偿付能力监管和风险防控制度体系，维护投资人或者存款

人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信心。

⑦公开、公平、公正监管原则。

2、基金管理人内部治理的法定基本原则：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

3、封闭式基金交易原则：价格优先、时间优先

4、股票基金、债券基金的申购和赎回原则

①未知价交易原则。

②金额申购、份额赎回原则。

5、货币市场基金的申购和赎回原则

①确定价原则。

②金额申购、份额赎回原则。

6、ETF 申购、赎回原则

①场内申购和赎回 ETF 采用份额申购、份额赎回的方式，即申购和赎回均以份额申请。场外申购和赎回采用金额申

购、份额赎回的方式，即申购以金额申请，赎回以份额申请。

②ETF 时，申购对价和赎回对价均为现金。

③申购和赎回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7、基金信息披露的原则

披露内容方面：

①真实性原则；②准确性原则；③完整性原则；④及时性原则；⑤公平性原则。

披露形式方面

①规范性原则，规范性原则要求基金信息必须按照法定的内容和格式进行披露，以保证披露信息的可比性。

②易解性原则，易解性原则要求信息披露的表述应当简明扼要、通俗易懂，避免使用冗长、技术性用语。

③易得性原则，易得性原则要求公开披露的信息易为一般公众投资者获取。

8、销售机构在进行市场细分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①易入原则，易入原则是指完成市场细分后，销售机构有能力向某一细分市场提供其所需的基金产品和服务，即该

细分市场是易于开发、便于进入的。

②可测原则，可测原则是指根据市场调查、专业咨询等途径提供的各个细分市场的特征要素，能够测算出细分市场

的客户数量、销售规模、购买潜力等量化指标。

③成长原则，成长原则是指细分市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市场规模会不断扩大．市场容量会稳步增长，并且有可

能引申出更多的营销机会。

④识别原则，识别原则是指每个细分市场有明显的区分标准，让销售机构能够清楚地认识不同细分市场的客户差异，



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以确保营销策略具有针对性。

⑤利润原则，利润原则是指销售机构进行市场细分后，必须有足够的业务量，以保证销售机构在扣除经营成本和营

销费用后，在现在或未来能够获得一定的利润。

9、基金销售适用性的指导原则

①投资人利益优先原则。当基金销售机构或基金销售人员的利益与基金投资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障基

金投资人的合法利益。

②全面性原则。基金销售机构应当将基金销售适用性作为内部控制的组成部分，将基金销售适用性贯穿于基金销售

的各个业务环节，对基金管理人(或产品发起人，下同)、基金产品(或基金相关产品，下同)和基金投资人都要了解并

做出评价。

③客观性原则。基金销售机构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方法，设置必要的标准和流程，保证基金销售适用性的实施。对

基金管理人、基金产品和基金投资人的调查和评价，应当尽力做到客观准确，并作为基金销售人员向基金投资人推

介合适基金产品的重要依据。

④及时性原则。基金产品的风险评价和基金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评价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更新。

⑤有效性原则。通过建立科学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与方法，确保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有效执行。

⑥差异性原则。对投资者进行分类管理，对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实施差别适当性管理，履行差别适当性义务。

10、适当性匹配原则：

①C1 型(含最低风险承受能力类别)普通投资者可以购买 R1 级基金产品或者服务；

②C2 型普通投资者可以购买 R2 级及以下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或者服务；

③C3 型普通投资者可以购买 R3 级及以下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或者服务；

④C4 型普通投资者可以购买 R4 级及以下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或者服务；

⑤C5 型普通投资者可以购买所有风险等级的基金产品或者服务。

11、信息管理平台的建立和维护应当遵循安全性、实用性、系统化的原则。

12、基金客户服务的原则

①投资者利益优先原则；②有效沟通原则；③安全第一原则；④专业规范原则；⑤适当性管理原则。

13、投资者教育的基本原则

①投资者教育应有助于监管者保护投资者。

②投资者教育不应被视为是对市场参与者监管工作的替代。

③证券经营机构应当承担各项产品和服务的投资者教育义务，将投资者教育纳入各业务环节。

④投资者教育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相反地，它可以有多种形式，这取决于监管者的特定目标、投资者的成熟度和

可供使用的资源。

⑤鉴于投资者的市场经验和投资行为成熟度的层次不一，因此并不存在广泛适用的投资者教育计划。

⑥投资者教育不能也不应等同于投资咨询。

14、基金管理公司治理中，公司、股东、董事、管理层、员工要遵守以下十大原则：

①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

②公司独立运作原则。

③制衡原则。

④公司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原则。

⑤股东诚信与合作原则。

⑥公平对待原则。

⑦业务与信息隔离原则。

⑧经营运作公开、透明原则。



⑨长效激励约束原则。

⑩人员敬业原则。

15、管理层在经营管理中，应遵守的原则：

①展现良好的职业操守。

②维护公司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③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流程。

④公平对待股东和客户。

16、组织架构是公司战略的重要载体，基金管理公司要科学、合理设置业务体系和组织架构，不能无序扩张，导致

管理失控、风险频发。在设置业务体系和组织架构时，一定要体现以下几个原则：

①相互制约和不相容职责分离原则

②授权清晰原则

③适时性原则

17、基金公司在风险管理中应当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①最高性原则。

②全面性原则。

③权责匹配原则。

④独立性原则。

⑤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原则。

⑥适时性原则。

18、危机处理应遵循的原则

①完备性原则。尽可能充分考虑到运作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突发危机情况，清楚界定相关部门和岗位的责任，并准

备相应的处理办法。

②预防为主的原则。应对公司各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进行全面分析，对危机隐患、发生概率、危害程度、影响范围

等做出识别和分析，预先制定应对措施。

③及时报告原则。当危机发生时，公司任何知情人员都应立即根据公司制度要求，履行报告义务。

④优先性原则。当危机发生时，公司各项资源应优先满足危机处理的需要，最大限度地降低危机的不利影响。

⑤相互协作原则。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公司各部门和员工应在公司危机处理委员会的统一指挥和协调下，相互配合、

相互协作，尽快解决危机。

⑥尽快恢复原则。危机处理完毕后，应迅速恢复公司各项业务的正常运作。

⑦积极沟通原则。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公司应遵循真诚、坦率的原则，在有利于处理危机的前提下，加强信息的交

流，积极争取监管部门、公司客户的信任。

⑧认真总结的原则。危机处理完毕后，公司及相关部门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采取预防措施，避免此类危机再次发

生。

19、内部控制的五原则

①健全性原则；②有效性原则；③独立性原则；④相互制约原则；⑤成本效益原则。

20、基金管理人制定内部控制制度一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①合法、合规性原则。公司内控制度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各项规定。

②全面性原则。内部控制制度应当涵盖公司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不得留有制度上的空白或漏洞。

③审慎性原则。公司内部控制的核心是风险控制，制定内部控制制度应当以审慎经营、防范和化解风险为出发点。

④适时性原则。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应当随着有关法律法规的调整和公司经营战略、经营方针、经营理念等内外部

环境的变化进行及时的修改或完善。



21、合规管理的基本原则

①独立性原则，独立性原则主要是指合规部门和督察长在基金公司组织体系中应当有独立地位，合规管理应当独立

于其他各项业务经营活动。

②客观性原则，客观性原则是指合规人员应当依照相关法规对违规事实进行客观评价，避免出现合规人员自身与业

务人员合谋的违规行为。

③公正性原则，公正性原则是指合规人员在对业务部门进行核查时，应当坚持统一标准来对违规行为风险进行评估

和报告。

④专业性原则，专业性原则是指合规人员应当熟悉业务制度，了解基金管理人各种业务的运作流程，并准确理解和

把握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变动趋势。

⑤协调性原则，协调性原则是指合规人员应当正确处理与公司其他部门及监管部门的关系，努力形成公司的合规合

力，避免内部消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