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券业反洗钱、账户实名再加码，有券商对身份存疑账户冻结或采取限制措

施，6 月起实施 

 

反洗钱一直是金融业的重要工作，这项业务开出的监管罚单也一直较多，目

前，有券商就先反钱对客户账户实施限制再有明确时间表。 

6 月 1 日，东吴证券通过官方服务号提出，为全面落实监管部门对于账户实

名制及反洗钱客户身份识别的相关要求，6 月起对身份存疑客户分批次采取冻结

处理方式，不满足冻结标准的，采取限制工作。 

东吴证券对记者表示，充分考虑到要保持公司客户信息与中国结算的一致性，

又要符合反洗钱工作的要求，经综合考量并结合行业头部券商的普遍做法，对公

司客户身份信息存疑且符合中国结算休眠条件的账户，采取以上限制措施。 

今年以来，已有华泰证券、申万宏源遭遇了央行开出的反洗钱罚单。 

记者对反洗钱罚单的处罚原因进行了梳理，主要集中在四大方面：一是未按

照规定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二是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

三是未按规定履行报送可疑交易义务；四是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 

东吴证券自 6 月 1 日起加足马力反洗钱 

6 月 1 日，东吴证券通过官网服务号发出通知，6 月起将对满足 3 个标准的

客户账户做冻结处理。 

将对哪些账户进行冻结处理？东吴证券提出，将对同时满足 3 个标准的客户

身份信息存疑账户做冻结处理： 

一是自然人客户职业信息为“其他”或非自然人客户受益人未穿透的；二是

人民币账户总资产小于 100 元,外币账户总资产小于 10 美元或 100 港币；三是自

2017 年 4 月 30 日起三年内无任何交易或转账记录的客户账户。 

东吴证券同时对投资者做出提醒，账户冻结后，该账户将无法进行交易和资

金转账，需客户办理账户解冻手续后才能进行交易和资金转账。 

同时，对不满足上述客户账户冻结标准，但客户身份信息存疑的客户账户，

东吴证券将对此类账户采取限制取款、限制撤销指定、限制转托管及限制新开业

务等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第 16 条、《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



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 19 条、《证券公司反洗钱工作指引》第 10

条等法律法规，券商可以对身份证明过期的客户账户实施限制措施。 

东吴证券提出，公司将于 2020 年 6 月起分批次开展客户账户冻结和限制工

作。 

据记者了解，迄今为止，客户账户业务的主管部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也暂还

未开展针对此类账户的休眠工作。东吴证券表示，充分考虑到要保持公司客户信

息与中国结算的一致性，又要符合反洗钱工作的要求，经综合考量并结合行业头

部券商的普遍做法，对公司客户身份信息存疑且符合中国结算休眠条件的账户，

采取冻结的处理方式，对不满足冻结标准的，采取限制措施。 

不过，华东中型券商一位经纪业务人士指出，如果涉及冻结与限制账户功能，

除了在官方渠道公开通知之外，还应该以电话、短信等方式告知客户。据该人士

透露，一些中小券商风控不足或者担心费用过高，未能尽到通知客户的义务，这

也是目前反洗钱工作未能落实到一线的原因之一。 

券业此前已付诸行动 

券业反洗钱行动正在持续加码。 

继 2018 年央行持续挂出 4 份反洗钱文件后，2019 年，反洗钱工作还计入到

券商分类评级。证监会表示，考虑到当前证券行业反洗钱工作问题的严峻形势，

2019 年将有关处罚情况纳入分类评价，以引导证券行业高度重视反洗钱工作。 

评级文件显示，若证券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因反洗钱问题被处罚的，单次扣 0.1

分，并按次数累加扣分。若证券公司如因反洗钱等问题被其他政府部门采取行政

处罚措施的，应当在单元格中标注，并在备注栏中填写具体情况说明。 

2019 年以来，中信证券、国泰君安、华福证券、招商证券等公司曾经相继发

布了公告，对客户身份信息存疑或身份信息不完善的账户进行了相应的限制、休

眠、冻结等多种措施。如中信证券、国泰证券采取限制与休眠，华福证券采取限

制与冻结，招商证券采取限制与休眠冻结。对于此类客户身份信息存疑的情况，

目前监管部门尚无统一规范的处置措施，均由各券商自行规定。 

今年已有两家券商遭央行罚单 

据财联社不完全统计，仅 2019 年，就有东兴证券、海通证券、信达证券、

国信证券、光大证券、申万宏源、大通证券、东海证券、招商证券等 9 家券商分



支机构因反洗钱工作不到位被处罚或行政监督管理措施，罚金在 20 万元至 80 万

元不等。其中东海证券是被福建监管局采取责令改正监督管理措施决定，其余 8

家是被央行支行开出罚单。 

香港地区近年来处罚也不少，摩根大通香港、国信证券（香港）和邦盟汇骏

均因违反有关打击洗钱的监管规定而遭香港证监会谴责及罚款。与此同时，银行、

支付机构也屡屡因反洗钱被罚。 

2020 年 2 月 14 日，央行官网前后公示 27 张罚单，因反洗钱工作不到位分

别处罚华泰证券、光大银行、民生银行及其相关人员，合计罚款金额高达 5275.5

万元，其中华泰证券共被罚 1027 万元、光大银行共被罚 1843.5 万元、民生银行

共被罚 2405 万元。 

关于处罚原因，主要集中在四大方面：一是未按照规定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

交易记录；二是未按照规定履行客户身份识别义务；三是未按规定履行报送可疑

交易义务；四是与身份不明的客户进行交易。 

而 2020 年央行开出的首次罚单与往常相比有两点不同： 

一方面是被罚主体不是券商或银行的分支机构，而是总部。另一方面，被罚

对象除金融机构外，还包括运营管理部、金融市场部、内控合规部、法律合规部、

信息科技部、信用卡中心、小微金融、直销银行、经纪及财富管理部、零售业务

部等多个部门的高管，涉及面颇广。 

2 月 17 日，央行官网信息显示，央行宁波市中心支行就反洗钱开出 2 张罚

单，合计罚款 355 万元。 

根据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分行被罚 285 万元，4 名相关

责任人共被罚款 12 万元；申万宏源证券宁波分公司被罚 55 万元，2 名相关责任

人共被罚 3 万元。这两则行政处罚决定作出时间均为 2 月 11 日。 

2020 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还强调，将进一步加强反洗钱协调机制建设，

继续强化反洗钱监管力度。 

（ 来 源 ： 财 联 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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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80。时间：2020 年 6 月 4 日。访问时间：2020

年 6 月 9 日 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