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境金融犯罪风险增加 企业走出去合规性审查加强 

  

中国企业海外扩张加速，普华永道数据显示，上半年中企海外并购交易数量为 482宗 ，

同比上升 9宗，海外并购交易的活跃度持续上升。 

11 月 9日，商务部负责人也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积极为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

政策环境。中国政府鼓励有实力的企业规范、有序地“走出去”，提高国际化的经营能力。 

但在中企国际化进程中，国内外针对跨境融资、并购、资本流出等的监管环境和监管政

策趋严，这对企业跨境经营的合规性提出了更高要求。趋严监管是因为，国际大环境使然，

一些企业在跨境经营中出现洗钱、逃税、资本外逃等违法行为集中出现。 

 

跨境金融犯罪风险增加 

 

据汤森路透估算，全球范围内洗钱活动总金额已相当于全球 GDP总值的 2%到 5%，已成

为一个棘手的世界性问题。 

2016年 12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对

金融机构和企业提出了更高的反洗钱工作要求。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殷勇也在央行召开的 2017年反洗钱形势通报会上指出，当前反洗

钱工作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是金融风险总体仍有上升压力，反洗钱工作面临严峻挑战。二

是金融制裁合规风险凸显，我国金融机构海外反洗钱合规风险上升。三是反洗钱国际标准趋

严，我国面临相互评估压力。 

除监管机构监督反洗钱外，企业本身也要注意跨境资金流动中隐藏着洗钱行为，避免因

工作失误和审查不严格而导致的违法风险。一位从事跨境并购业务的香港律师告诉 21世纪

经济报道记者，金融机构因为自身对客户审核不严导致的违规事件时有发生。“比如信托因

为具有风险隔离作用，容易成为跨境洗钱的渠道之一。信托机构在为客户设立信托计划的同

时，一定要对其资金来源进行严格的审查，避免合规风险。” 

另一方面，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方式的兴起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更多掩盖洗钱活动的渠道。

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机构运用大数据和金融科技技术，助力监管部门进行反洗钱工作。 

京东金融风险管理部沈晓春介绍，目前京东金融依托强大的数据基础和数据处理能力，

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维度进行反洗钱监控，在反洗钱监测识别和模型优化环节可以做到

90%流程达到自动化。“事前强调判定客户，会运用人机、设备识别等技术手段对客户身份

真实性和可疑程度进行初级判断；事中强调黑名单扫描，会把信息会把信息录入监测模型，

并配合人工分析，从而在第一时间评估是否有疑似洗钱上游的行为和洗钱相关行为；事后强

调深度分析，包括关系分析、延展性调查等。” 



中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相文认为，未来在关于反洗钱的监管方面，将会出现四个趋势。

“一是会加强对非金融机构的监管，如房地产中介、律所、咨询公司等；二是国内的监管政

策和国际更加接轨；三是会加强部际之间的联合监管与协调机制，如开展部际联合会议和成

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四是在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日后可能会扩大洗钱罪的上游罪名。 

 

跨境经营需合规  

 

在中国经济去杠杆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一些国家和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等抬头的背景

下，国内外对跨境交易的审查都在日趋严格，中国企业海外经营的合规性显得越来越重要。

汤森路透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汤森路透共收到 52506个全球监管信息更新提示，平均每

天有 201处监管变动，频繁的监管变动要求企业在合规性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世界银行官网公布的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 72家中国企

业（含分公司）上了世界银行黑名单，在一定时期内被禁止承接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原因

主要涉嫌腐败、行贿、不正当竞争等。 

此外，国外监管部门也多次以合规性和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交易。 

如 9月美国特朗普政府直接驳回了中国私募基金对于半导体公司莱迪斯的收购案，也有

不少中国企业因此而被迫支付高额的反向分手费。 

上述香港律师分析称，近期中资企业海外收购遇挫也与自身激进的交易时间表和杠杆收

购有关，中国买方在制定交易计划的时候，一定要综合考虑监管、融资、审批等多方面因素，

以免交易无法按时完成而支付高额反向分手费。 

擅长跨境并购领域法务的上海元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龚雅玲认为，在进行对外投资前，

就应该充分的对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和所在国家的安全审查进行评估，避免并购失败损失；

在交易过程中，要充分的从雇员、第三方服务提供者、继受者等多个角度进行尽职调研，并

且设立有效的企业合规制度，避免因为贪腐、不当竞争、垄断、欺诈、泄密、洗钱、内幕交

易、职场性骚扰而产生的合规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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