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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反洗钱立法研究》是我国第一部从立法角度对洗钱的预防、控制及惩治加以系统研究的专著。
作者重视经济学、金融学以及法学的耦合，就如何减少反洗钱的制度壁垒，充分发挥中国反洗钱制度
的功效，促进反洗钱制度的“帕累托效应”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契合我国国情的反洗钱制度设计
。
    第一章对反洗钱法的性质和宗旨进行了具体论述，指出反洗钱法不仅仅是洗钱打击法，而应该是洗
钱的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惩治法。
同时，为了发挥反洗钱法的作用，只有将反洗钱法提升到法律的地位予以颁布，才能收到其应有的功
效。
与此相适应，反洗钱法的内容应是综合性的，通过多种法律手段加以调整。
具体而言，包括反洗钱法的性质和宗旨、反洗钱法的效力、反洗钱法的原则、反洗钱主体的职责、反
洗钱预防法律制度、反洗钱控制法律制度、洗钱犯罪的定义、犯罪构成以及国际合作等。
有关反洗钱法的宗旨，根据不同的层次和要求，可以分为具体目标和最终目标。
具体目标是指在技术层面建立起反洗钱的合理制度与控制手段，而最终目标则是指通过具体目标的运
作，达到合理地预防和打击反洗钱行为，遏制其上游犯罪活动，防止国家财政收入和国有资产流失，
维护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章在对国际公约关于反洗钱法的效力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反洗钱法的效力制度设计
。
认为我国的反洗钱法的空间效力应建立以属地管辖权为主，属人管辖权、保护管辖权、普遍管辖权以
及构成管辖权协作配合的多层次管辖权体制。
就反洗钱法的时间效力而言，由于洗钱犯罪的危害性为大家所认同，反洗钱法应在通过之日起生效，
并在溯及力上采取从旧兼从轻原则，以贯彻人权保护精神。
    第三章分析了反洗钱法基本原则的性质和功能，并对基本原则的体系结构进行了具体解读，认为我
国反洗钱法的原则应包括下列项：即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义务豁免原则、完善报告主体内控制度原则
、合法审慎原则、协调配合原则、国际合作原则。
    第四章首次在国内对反洗钱协调机制的性质、特点、功能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反洗钱协调机制，
是以国家反洗钱协调机构为主导，以指导、监督、协调、管理为基本途径，以反洗钱义务报告机关、
信息监测部门、调查机关、刑事侦查机关、司法机关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协
调一致，形成合力，优化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与效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维护公平正义的市
场交易秩序，维护国家、集体、经济组织、公民的合法权益为目标，具有反洗钱制度安排性质的层级
结构体系。
反洗钱协调机制作为反洗钱制度安排，在反洗钱制度层级结构中处于联结和枢纽地位，是其他反洗钱
制度层级体系所不能替代的。
同时，反洗钱协调机制的地位具有独立性，其主要功效在于将反洗钱制度中有关的指导思想、基本原
则、根本任务、政策措施贯穿于反洗钱的各个阶段与环节之中，使相对独立、各司其职的反洗钱机关
、部门与机构形成有机的整体。
作者在比较他国成熟的经验模式的基础上，就我国反洗钱协调机制和组织机构设立的必要性、设立原
则与条件，以及反洗钱协调机构的职能与人员组成进行了具体设计。
主张为了充分发挥反洗钱协调机制的效应，整合全国的反洗钱力量，应该将反洗钱协调机构直接隶属
于国家，即国家反洗钱委员会。
同时在其内部设立国家反洗钱调查局、国家反洗钱信息监测处理中心、国家反洗钱专家委员会，专门
行使调查与侦查职能、信息监测职能以及对洗钱专门问题开展咨询等，加强预防和控制与惩治力度，
确保国家金融安全与经济安全。
    第五章首先就我国反洗钱信息的收集进行了统计分析，论证了在我国建立国家反洗钱信息监测处理
中心的必要性。
主张我国反洗钱信息监测处理中心应具有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主要表现为人事、财政以及内部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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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另外，就国家反洗钱信息监测处理中心与刑事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提出借鉴法国模式来构
建FIU(反洗钱信息监测中心)与刑事执法部门的新型关系。
即一方面，执法部门在调查涉及洗钱犯罪案件时，有权从FIU获取相关的金融交易报告资料，而FIU也
有权从执法部门获取相廊的情报，包括在初步调查可疑交易时需要的情报。
另一方面，执法部门在收到反洗钱局提供了有证据证明交易线索的案件后，应该立即开展工作，并将
结果报告给国家反洗钱局。
国家反洗钱信息监测处理中心的人员组成应具有专业性和综合性，其经费安排应采用国家财政保障为
主，从洗钱犯罪收益追缴中划拨相结合的体制。
最后，借鉴美国和加拿大的经验，就FIU的运作过程即信息收集、信息分析、信息披露和信息交换进
行了详细的解说。
    第六章分析了反洗钱主体职责的性质和特点，并在对反洗钱主体的职责的国际立法进行比较分析的
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反洗钱主体职责的构建。
具体而言，对反洗钱协调组织、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部门、保险和证券监管机构、反洗钱信息监
测处理中心、各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中介结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等部门反洗钱主体的职
责进行了深入分析，具有重要的立法参考价值。
    第七章在论证客户身份识别制度的性质与特征的基础上，就客户身份制度的演进、典型国家客户身
份识别制度的规定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我国客户身份识别制度的构想。
主张我国身份识别制度设计应坚持如下原则，即客户分类要科学、审查范围要严密、审查职责要确定
、审查手段要先进、审查程序要规范以及体系结构要完备等，上述建议对建立和完善我国身份识别制
度具有积极意义。
    第八章论述了交易记录保存的概念和特征，在对国际和典型国家关于交易记录保存的立法进行深入
分析的基础上，主张我国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应进行如下制度设计。
即金融机构及从事金融交易的其他行业应当保存下列记录，除了法律规定以外，不得将该记录泄露或
提供给法律规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客户的开户记录——身份文件(如护照、身份证、驾驶执照等官方
证件或类似证件的副本或记录)的复印件应在账户结束后年内保存；客户的账户记录——从交易记账起
年；有关客户的各种形式的记账凭据，如存款单侥款单、支票和其他形式的凭证——从作出记录起年
；与账户相关的金融交易文件，自账户注销之日起，不得少于年；金融交易文件可以原件、复印件、
缩影胶片或电子文件等法律允许的形式保存；电子付款的记录和资料保存不得少于年。
     第九章在评述我国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的基础上，对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主体、报告内容、报告标
准、义务的免除以及责任的豁免进行了深入分析。
主张我国应扩大报告义务主体的范围，建立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两种制度、对两种不同报告制度实行
不同的报告标准，同时通过建立义务的免除以及责任的豁免制度来提高反洗钱主体的积极性，促进反
洗钱效率的提高。
    第十章分析了内部控制的概念和特征，并对其国际和典型国家的立法进行了具体研究，并由此提出
了我国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
主张建立专门的反洗钱专门机构和部门、健全审计制度、完善员工培训制度、加快人才步伐以及廉正
目标制度的完善等。
    第十一章在分析洗钱犯罪概念和特征的基础上，论述了洗钱犯罪概念的演进以及国际公约关于洗钱
概念的异同，对我国的洗钱概念的利弊进行了深入探讨，主张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完善。
即明确地规定洗钱罪的主体可以由单位和个人构成，上游犯罪主体也可以构成洗钱罪；将洗钱行为的
三阶段都加以犯罪化，并设置了不同的犯罪构成；适当拓宽洗钱上游犯罪的范围。
    第十二章从犯罪构成的一般原理出发，论述了洗钱犯罪构成的概念、要件和特点，并对洗钱犯罪构
成的若干因素如行为、对象、主体、主观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了洗钱犯罪构成国际立法的一般
发展规律，为完善我国洗钱犯罪构成提供了理论准备。
    第十三章详细剖析了我国刑法中的洗钱犯罪构成，比较了我国洗钱犯罪构成与国际以及他国法律规
定的差异，分析了我国刑法中洗钱犯罪构成的缺陷，并就其立法完善提出了具体的模式设计。
    第十四章论述反洗钱的法律责任的概念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反洗钱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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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责任；同时对洗钱罪的法律责任以及特殊没收措施进行了充分论证。
基于洗钱行为的日益猖獗和严重的社会性，主张提高其法定刑；同时完善财产刑的规定，增加规定“
没收财产”，并根据洗钱的不同数额和情节，设置相应的量刑幅度，以便从财产刑的角度予以重打击
。
关于特殊没收措施，主张在《刑法》第条中增加规定犯罪价值没收和间接没收，并对没收实行举证责
任倒置。
    第十五章对经济全球化的演进本质、动因与效应进行了深刻描述，论证了反洗钱国际合作的必要性
，并对反洗钱国际合作的概念、特点及合作原则进行了具体论证。
另外，作者在对反洗钱国际合作的立法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就我国反洗钱司法协助制度、行政国际合
作制度以及金融情报交流合作制度的设计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主张我国应充分利用反洗钱国际合作机
制，促进我国反洗钱工作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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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汉明,男，1951年10月生，毕业后即在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从事精神疾病的诊治工作，现任武汉市精
神卫生中心副院长。
并在精神病学、社会精神病学和临床心理学等领域做了许多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编著了《精神疾病的
社会治疗》，参与了《当代内科学》有关章节的编写。
目前的重点方向是婚姻及性相关心理问题或心理障碍的研究与治疗，除能开展综合性心理治疗外，还
擅长于做婚姻、家庭（心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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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编著《资政史鉴》、《铁马冰河》、《新中国预防职务犯罪理论与实践》、《检察文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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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与渎职罪主体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建议等工作，并荣立个人二等功。

    贾济东博士在本书中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新公务论”；主张单一罪过说；研究了“两种形式、三大
类型”渎职行为的表现与认定，并对“徇私”作了广义解释；阐述了渎职犯罪所涉“前案”的认定标
准；提出了认定渎职结果的“三元标准”说；探讨了因果关系的性质、形式和认定方法等疑难问题；
提出了完善渎职罪立法的可行性建议。
 
    赵慧，男，1976年11月生，湖北省监利县人。
先后获武汉大学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现就职于湖北省人民检察院。
合著、合译《刑事审判的价值取向》、《贪污贿赂罪疑难问题研究》、《刑事被害救济理论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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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五、洗钱罪的法律责任  六、特殊没收措施第十五章  反洗钱的国际合作  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的反洗钱国际合作  二、反洗钱国际合作的概念及特征  三、反洗钱国际合作的原则  四、反洗钱国际合
作的立法  五、反洗钱司法协助制度的构建  六、反洗钱国际行政合作制度的构建  七、反洗钱金融情报
交流合作制度的构建参考文献附录一  关于《修改(刑法)有关洗钱犯罪规定的建议》的修改意见 附录二
 对《反洗钱法草框架结构和大纲初稿》的意见和建议附录三  关于制定《反洗钱法》的两点建议附录
四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两点建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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