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洗钱法》迎大修 强调“风险为本”监管思路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2021 年 6 月 1 日，央行在官网发布通知，就《反洗钱法（修订草案公开征

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6 月 30 日。 

 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以下简称“《反洗钱法》”）

修改工作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 2021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反洗钱法》

的修订非常有必要，既有现实意义，也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预防和遏制

洗钱、恐怖主义融资和相关违法的活动；其次，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最后，更

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 

 明确“风险为本”监管思路 

 随着反洗钱工作形势不断变化，反洗钱监管从“规则为本”过渡到“风险为

本”。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反洗钱工作正在全面推行“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一

位央行地方支行的工作人员指出，“风险为本”监管理念，强调的是根据风险状

况及程度来合理配置反洗钱监管资源，要求对义务机构开展的业务有完整和深入

的了解，对义务机构面临的内外部洗钱威胁有全面的认识，对义务机构潜在的风

险种类及程度能够运用合理、可行的方法进行评估，并将评估结论作为监管资源

分配中优先考量的依据。 

 刘俊海指出，本次《反洗钱法》修订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强调风险为本的反

洗钱监管。明确洗钱风险评估职责；强调须履行反洗钱义务的特定非金融机构应

当依据行业洗钱风险状况采取相应的反洗钱措施；强调义务机构风险为本反洗钱

要求；要求金融机构基于洗钱风险状况建立风险管理措施，基于风险开展客户尽

职调查并采取相应措施。 

 另外，央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完善了反洗

钱义务主体范围和配合反洗钱工作的要求。“明确特定非金融机构在从事特定业

务时，应当参照金融机构的相关要求履行反洗钱义务；明确金融机构、特定非金

融机构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客户尽职调查和反洗钱调查、依法履行巨额现



金收付申报等反洗钱要求；增加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要求。” 

 “风险为本”监管理念不仅适用于监管部门，同样适用于被监管义务机构。

前述央行地方支行的工作人员认为，从风险防范角度看，义务机构直接与客户接

触，为客户办理业务、提供服务，是反洗钱机制的第一道防线。而且本次修订草

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中扩大了调查主体和范围，将反洗钱调查主体扩展至国务院反

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设区的市一级派出机构，将特定非金融机构等纳入调查范围。 

 不过，一位大型基金公司的工作人员对记者坦言：“客户不配合是行业面临

的共性问题和困难，此前《反洗钱法》的内容较为不足，操作性不强，在基层一

线的实操层面确实存在困难。” 

 央行相关负责人也坦言，现行《反洗钱法》相关规定存在的空白和不足，包

括洗钱上游犯罪类型范围狭窄、监管处罚规定粗略、缺乏对单位和个人的反洗钱

要求、受益所有人制度空白、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制度不完善等，制约了反洗

钱工作的有效开展。 

 前述央行地方支行的工作人员认为，“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有助于监管部

门转变监管思路，在兼顾合规有效的基础上，集中监管资源着重对被监管机构高

风险客户、高风险业务及高风险产品开展监管，建立风险管理的屏障来预防和遏

制洗钱风险。 

 防控金融风险 

 在刘俊海看来，“以预防为主、抓小抓早抓萌芽”是本次《反洗钱法》修订

草案的一个显著变化。同时，反洗钱的义务内容已经由反洗钱扩展到反恐怖主义

融资、防扩散融资。修订《反洗钱法》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必然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修订《反洗钱法》也是防控金融风险的必然要求。央行相关

负责人认为，各种金融乱象是金融风险发生的重要诱因，只有抓住资金流向才能

抓住金融乱象的根本，有效防控金融风险。新时代的反洗钱工作需要围绕追踪资

金向纵深发展，通过构建金融系统预防体系、完善洗钱风险管控制度等，有效追

踪资金，防控金融风险。 

 同时，修订《反洗钱法》也是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必

然要求。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建立一套完整的反洗钱标准，涉及领域不断扩展，



涉及内容更加复杂，反洗钱标准也成为经济金融领域的重要国际规则。央行相关

负责人认为，完善我国反洗钱工作制度，有助于推进我国金融业双向开放、深度

参与全球治理。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反洗钱法》的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增强反洗钱行

政处罚惩戒性。调整法律责任中关于违法行为的罚款幅度，提高违法责任与处罚

的匹配程度；将“未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政策”和“未按照规

定执行反洗钱特别预防措施”等违法行为纳入处罚范围；完善反洗钱处罚类型，

增加警告处罚；增加对其他单位和个人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 

 “近年来，人民银行不断强化风险为本的监管理念，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建立了风险评估和执法检查‘双支柱’反洗钱监管体制。”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

局局长巢克俭透露，2020 年对 614 家金融机构、支付机构等反洗钱义务机构开

展了专项和综合执法检查，依法完成对 537 家义务机构的行政处罚，处罚金额

5.26 亿元，处罚违规个人 1000 人，处罚金额 2468 万元。 

 刘俊海认为，本次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还有几大亮点值得关注：给出了

“受益所有人”定义，提出受益所有人身份信息识别要求；明确“预防和遏制恐

怖主义融资活动适用本法”；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客户尽职调查等义务要求；

根据当前机构类型完善金融机构定义；进一步完善部门间信息共享相关规定。 

 央行相关负责人认为：“《反洗钱法》是我国反洗钱工作的基础性法律，要在

反洗钱领域深入构建金融风险防控体系，需要修订《反洗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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