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洗钱基础知识小科普 

一、洗钱的概念和由来 

洗钱是通过隐瞒、掩饰非法资金的来源和性质，通过某种手法

把它变成看似合法资金的行为和过程。主要包括提供资金账户、协

助转换财产形式、协助转移资金或汇往境外等。 

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

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

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将构成洗钱罪。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芝加哥以鲁西诺为首的庞大犯罪组织，

为逃避美国现金交易报告制度限制，合理解释大量现金的来源，以

开设洗衣店为掩护，将非法收入混入洗衣业务收入中，再向税务部

门申报，使得犯罪收入在形式上合法化。 

 

二、反洗钱的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二条规定：反洗钱是指为了预

防通过各种方式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

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

金融诈骗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洗钱活动，依法采取相

关措施的行为。 

 



三、刑法中有关洗钱的罪名 

（一）洗钱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明知是毒品犯

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

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

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实施以

上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严重

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洗钱数额百分之五以上百

分之二十以下罚金： 

1.提供资金账户的； 

2.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的； 

3.通过转账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的； 

4.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的； 

5.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 

（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

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

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 



（三）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

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条规定：包庇走私、贩

卖、运输、制造毒品的犯罪分子的，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

毒品或者犯罪所得的财物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反洗钱义务主体——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金融机构和按照规定应当履行反

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应当依法采取预防、监控措施，建立

健全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大额

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履行反洗钱义务。 

 

五、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 

我国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是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组织、协调全

国的反洗钱工作，负责反洗钱的资金监测，制定或者会同国务院有

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制定金融机构反洗钱规章，监督、检查金融机

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在职责范围内调查可疑交易活动，履行

法律和国务院规定的有关反洗钱的其他职责。 

 

六、参与反洗钱管理的金融监管机构 



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主要还包括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金融监管机构依据法律和国务院

规定履行有关反洗钱职责，如对所监管的金融机构提出按照规定建

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审查新设金融机构或者金融机

构增设分支机构的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方案；在市场准入工作中依

法对法人机构设立、分支机构设立、股权变更、变更注册资本、调

整业务范围和增加业务品种、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许可进

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审查，对于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

法》规定的设立申请，不予批准等。 

 

七、配合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主体 

任何单位和个人与金融机构建立业务关系或者要求金融机构为

其提供金融服务时，都有义务配合金融机构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 

 

八、金融机构的主要反洗钱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反洗钱法律法规规定了金融机

构有义务建立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

理制度、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等三项反洗钱基本制度。此

三项反洗钱基本制度规定了包括事前预防、事后监测及调查三方面

的反洗钱措施。客户身份识别制度是基础，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

录保存管理制度是重要内容，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制度是核

心。 



（一）客户身份识别。 

金融机构与客户建立、变更、注销业务关系或为客户提供金融

服务达到规定数额时，应按规定对客户进行身份识别。 

金融机构与客户的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应持续地关注客户及其

日常经营活动以及金融交易情况，并及时提示客户更新资料信息；

在特定情况下，还应重新识别客户。 

金融机构除核对客户身份证件外，还可采取要求客户补充其他

身份资料或身份证明文件，回访客户，实地查访或者向公安、市场

监督部门核实等措施识别客户身份。 

（二）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 

当客户的金融交易达到一定金额时，金融机构应向中国反洗钱

监测分析中心提交大额交易报告。 

金融机构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时，发现客户交易或行为符合规

定的可疑标准，或交易的金额、频率、流向、性质等有异常情形，

经分析认为涉嫌洗钱的，应报告可疑交易。 

金融机构在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时，应将客户拒绝提供有效

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无正当理由未更新客户身份基本

信息或者金融机构在采取必要措施后，仍怀疑先前获得客户身份资

料的真实性、有效性、完整性等情况作为可疑行为上报。 

（三）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识别。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有关工作的通

知》（银发〔2017〕235 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受



益所有人身份识别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8〕164 号）

中，明确了金融机构应当有效开展非自然人客户的身份识别，提高

受益所有人信息透明度，加强风险评估和分类管理，防范复杂股权

或者控制权结构导致的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金融机构应当逐层深

入并最终明确掌握控制权或者获取收益的至少一名自然人为受益所

有人。在识别受益所有人的过程中，金融机构要登记受益所有人的

姓名、地址、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和有效期

限，并了解、收集并妥善保存非自然人客户股权或者控制权的相关

信息、非自然人客户股东或者董事会成员登记信息等。 

 

九、公民（自然人）配合金融机构履行客户身份识别的义务 

客户在金融机构开立账户或办理有关业务时，应按要求出示真

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提供必要资料，填写基

本身份信息，并按规定说明资金的性质、用途等。自然人客户的身

份基本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国籍、职业、住所地或者工作单位

地址、联系方式，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和有效

期限。客户的住所地和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登记客户的经常居住

地。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的身份基本信息包括名称、住

所、经营范围、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证号码；可证明该客户依

法设立或者可依法开展经营、社会活动的执照、证件或文件的名

称、号码和有效期；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负责



人和授权办理业务人员的姓名、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

类、号码、有效期限。 

客户向境外汇款时应配合金融机构登记自己的姓名或名称、账

号、住所、收款人姓名、住所等信息。 

客户在信托公司设立信托业务时，要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

他身份证明文件，配合信托公司了解信托资产来源，填写本人、受

益人身份基本信息。 

客户代理他人办理金融业务，应按规定出示被代理人及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填写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件

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和号码等信息。 

客户要求变更姓名或名称、身份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种类、身

份证号码、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等信息时，

应向金融机构出示相关信息，配合金融机构完成重新识别工作。 

客户在金融业务存续期间，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

文件已过有效期的，应根据金融机构提示或主动及时更新身份信

息。 

客户在办理业务或者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应当配合金融机构开

展对非自然人客户的受益所有人识别。提供真实、准确的非自然人

客户的股权或者控制权相关信息，包括注册证书、存续证明文件、

合伙协议、信托协议、备忘录、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客户身份的文

件；提供非自然人客户股东或者董事会成员登记信息，主要包括：

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和股东名单、各股东持股数量及持股类型（包



括相关的投票权类型）等。提供并配合金融机构登记受益所有人的

姓名、地址、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和有效期

限。 

 

十、反洗钱与保护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 

反洗钱工作不会侵犯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洗钱法》专门规定，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或者义务获得的客户

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应当予以保密；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向任何

单位和个人提供。 

 

十一、反洗钱与自我保护措施 

（一）不随意出借身份证件供他人使用； 

（二）不随意出售、出租、出借银行卡和账户供他人使用、替

他人中转资金； 

（三）不随意替他人携带现金、无记名有价证券出入境； 

（四）不为身份不明人员代办金融业务； 

（五）不参与提供或使用非法金融业务，如地下钱庄，选择合

法可靠的金融机构办理业务。 

为防止他人假借个人名义从事非法活动，以及防止不法分子浑

水摸鱼扰乱正常金融秩序，到金融机构办理业务时，应配合金融机

构做好以下工作： 



1.在开立账户、大额现金存取、替他人或者他人替自己办理金

融业务、办理一次性金融业务等时，按要求出示身份证件； 

2.身份证件到期更换时，及时通知金融机构进行更新； 

3.如实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如姓名、年龄、职业、联系方式

等； 

4.配合金融机构以电话、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确认真实身

份； 

5.回答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合理的提问。 

 

十二、积极参与反洗钱的其他方式 

举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七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

人发现洗钱活动，有权向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公安机关举报。接受举

报的机关应当对举报人和举报内容保密。 

宣传：每个公民都可以向身边的亲人、朋友、同事宣传反洗钱

知识，为普及反洗钱知识、提高全民反洗钱意识贡献一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