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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法规，长安银行及相关负责人近期收到

8 张“罚单”，合计被罚 444 万元。

近年来，金融机构因反洗钱不力收到“罚单”的现象并不鲜见。2020 年，

中国人民银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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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罚金额共计 5.26 亿元，

处罚违规个人 1000 人，处罚金额 2468 万元。其中，共有 20 笔处罚金额超 500

万元的大额罚单，约为 2019 年的 7 倍。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罚单呈现数量多、

金额大、覆盖面广等特点，给全行业敲响了警钟。

大额罚单频现、被罚的机构多，说明仍有较多金融机构反洗钱风险管理水平

较弱，且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管理水平差距较大。此外，罚单涉及较多支付机构

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也说明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洗钱活动呈现出新特点，

反洗钱工作面临新挑战。

洗钱扰乱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严重危害经济的健

康发展，还可能会对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巨大危害。

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反洗钱在完善国家治理、维护金融安全和促

进改革开放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

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要发挥反洗钱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稳定等方面的作用。

在此背景下，一方面需要从完善法律、强化监管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强化反

洗钱制度体系建设；另一方面，也需要反洗钱义务机构提高对洗钱风险的认识，

提高自身反洗钱风险管理水平。

具体来看，一是要加快《反洗钱法》修订进程，为进一步强化反洗钱制度奠

定坚实的法律基础。我国《反洗钱法》实施至今已有 14 年，现行部分条款与当

前反洗钱的形势已经不相适应，亟需加快修订进程，提高反洗钱工作的有效性。

二是针对洗钱活动的新特点，金融监管也应加快“升级”。近期，中国人民银行

印发了《金融机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监督管理办法》。其中，非银行支付机构、

网络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消费金融公司、贷款公司、银行理财子公司等机构也被

纳入管理，适用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样的管理规范。这有效填补了监管空白，进

一步完善了反洗钱监管制度。接下来，面对反洗钱工作的新挑战，金融管理部门

还应大力提高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领域的金融科技水平，强化合作，推动金融科

技和监管科技在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领域的应用和发展。三是金融机构等反洗钱

义务机构也应提高认识，完善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管理政策，按照规定建

立健全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内部控制制度，评估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建立与风

险状况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风险管理机制，搭建反洗钱信息系统，有效履行反洗

钱和反恐怖融资义务，真正做到从“规则为本”向“风险为本”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