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险业协助围剿“黑金” 三类产品易被借道洗钱 

 

使用特别复杂的公司结构或隐名股东进行投保，又无法说清购买保险的资金

来源，甚至拒绝保险公司对其开展尽职调查……如果保险公司碰上这样的投保客

户，很有可能是遇到了保险洗钱行为。 

上证报记者昨日独家获悉，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9 年全年保险业协助各

级公安、司法、监察机关等查证涉嫌洗钱案件总体呈增长态势。全行业共报告案

件 937 件，同比增长 39.2%；涉案金额 20.9 亿元，同比增长 57.1%；案均金额

223.1 万元。从案件类型来看，三类保险产品易被不法分子借道洗钱。 

三类产品三条渠道 

与其他金融行业相比，保险业目前遭遇的洗钱冲击相对较小，但保险产品和

保险交易的固有特性（投保自由、退保自愿、缴费方式灵活、可以保单贷款等），

为洗钱者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平台，并且呈现手段多样化、隐蔽性高的趋势。不法

分子将非法所得通过购买保险产品，再通过配套方式，将保险产品“洗”出合法

收入。 

知情人士称，从去年保险业协助相关部门“剿黑金”的案例中可发现，洗钱

高风险保险产品主要集中于人身险公司，涉案金额占比高达 99.5%。其中，多数

发生在分红险、万能险、投连险等三类投资型产品，涉案金额占比 66.5%；年金、

终身寿险、定期寿险、两全保险等储蓄型产品，涉案金额占比 30.1%；健康险、

意外险等消费型产品，涉案金额占比 3.4%。 

易被不法分子借以洗钱的保险渠道，目前有三类：最常见的是银邮渠道，去

年涉案金额 15.3 亿元，占比 73.2%；其次是个人代理渠道，去年涉案金额 3.5 亿

元，占比 16.7%；第三类是专业中介机构、电话、网络等渠道，去年涉案金额 2.1

亿元，占比 10.1%。 

洗钱手法隐蔽性高 

由于投资型人身险产品具有解约成本低、流动性强、资金可容纳量大的特点，

洗钱固有风险较高。此类产品多在银邮及个人代理渠道销售，部分保险公司获取

客户身份信息存在一定障碍，影响了后续客户身份识别和可疑交易报告的有效性。 

保险洗钱手段的日趋多样化，给防范保险洗钱带来了一定难度。知情人士透



露，从行业摸底情况来看，部分案件洗钱手法隐蔽性较高。 

一是隐瞒真实身份和职业。部分案件当事人，或虚增收入，或杜撰自由职业、

私营企业主等身份，以逃避保险公司强化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二是在多家公司

分散投保。去年行业共发现 60 起案件的当事人在两家或两家以上保险公司投保，

涉案金额合计 5.7 亿元，占全部涉案金额的 27.3%。 

强化可疑交易监测和报告 

监管排查与保险公司自查已成为保险业反洗钱工作的常态。不过，据接近监

管的业内人士透露，就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监管部门仍然要求行业应继续完善

洗钱案件风险评估，强化可疑交易监测和报告，妥善处置洗钱案件风险。 

从目前来看，保险公司事先发现可疑交易的能力仍有待提高。部分保险公司

在客户尽职调查方面仍以查阅投保资料等常规手段为主，未将反洗钱指标纳入契

约访谈、财务核保规则，外部数据查询及使用、财务调查、实地查访等调查措施

应用不足。 

上述人士透露，近期监管部门再次强调，要求对发现的可疑交易或可疑客户，

保险公司应采取多种手段深入了解客户经营活动状况、财产或资金来源，询问交

易目的，核实交易动机，并按规定向人民银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可疑交易

报告。 

（ 来 源 ： 上 海 证 券 报 。 转 引 自 ： 复 旦 大 学 中 国 反 洗 钱 研 究 中 心 。 网 址 ：

http://www.ccamls.org/newsdetail.php?did=36909。时间：2020 年 4 月 10 日。访问时间：2020

年 4 月 14 日 9: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