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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三反”？ 

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以下统称“三反”）。 

为什么要“三反”？ 

2017年 9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关于完善反洗钱、反

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国办函[2017]84号)》

(以下简称“三反”意见)。 

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是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现代金融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经济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保

障，是参与全球治理、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的重要手段。 

 “三反”意见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三反”意见从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法律制度、健全预防措

施、严惩违法犯罪活动、深化国际合作、创造良好社会氛围的角

度提出了“三反”法律法规体系和“三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

对洗钱、恐怖融资和逃税风险进行有效防控。 

 “三反”意见的主要原则是什么？ 

第一，坚持问题导向，发挥工作合力； 

第二，坚持防控为本，有效化解风险； 

第三，坚持立足国情，为双向开放提供服务保障； 

第四，坚持依法行政，充分发挥反洗钱义务机构主体作用。 



保护自己，远离洗钱，落实三反政策 

1、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拒绝非法金融机构 

合法的金融机构接受监管，履行反洗钱义务，对客户和机构

自身负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的规定，金融机构

对依法履行反洗钱职责或者义务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

息，应当予以保密，非依法律规定，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

供，确保金融机构客户的隐私权和商业秘密得到保护。 

网上钱庄等非法金融机构逃避监管，不仅为犯罪分子和恐怖

势力转移资金、清洗“黑钱”，成为社会公害，而且无法保障客

户资金和财产的安全。 

选择安全可靠、严格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金融机构，您的资金

和个人信息才会更安全。 

2、主动配合，依法进行身份识别 

★开办业务时，请您带好身份证件 

有效身份证件是证明个人真实身份的重要凭证。为避免他人

盗用您的名义、窃取您的财富，或是盗用您的名义进行洗钱等犯

罪活动，当您开立账户、购买金融产品以及以任何方式与金融机

构建立业务关系时： 

• 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 

• 如实填写您的身份信息； 

• 配合金融机构核查身份证件的真实性，或以电话、信函、

电子邮件等方式向您确认身份信息； 



• 回答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合理提问。 

如果您不能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金融机

构工作人员将不能为您办理相关业务。 

★他人替您办理业务，代理人应出示他（她）和您的有效身

份证件 

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需要核实交易主体的真实身份，当他人代

您办理业务时，需要对代理关系进行合理的确认。 

特别提醒，当他人代您开立账户、购买金融产品、存取大额

资金时，金融机构需要核对您和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身份证件到期更换的，请及时通知金融机构更新相关信息 

金融机构只能向身份真实有效的客户提供服务，对于身份证

件已过有效期，超过合理期限仍未更新的，金融机构可中止办理

相关业务。 

3、请勿出租或出借身份证件 

出租或出借自己的身份证件，可能会产生以下后果： 

• 他人盗用您的名义从事非法活动； 

• 协助他人完成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 

• 您可能成为他人金融诈骗活动的“替罪羊”； 

• 您的诚信状况受到合理怀疑； 

• 您的声誉和信用记录因他人的不正当行为而受损。 

4、请勿出租或出借自己的账户、银行卡、U盾和二维码 



金融账户、银行卡、U盾和收付款二维码不仅是您进行交易

的工具或方式，也是国家进行反洗钱资金监测和犯罪案件调查的

重要途径。贪官、毒贩、诈骗分子、恐怖分子以及其他罪犯都可

能利用您的账户、银行卡和 U盾进行洗钱和恐怖融资活动，因此

不出租、出借账户、银行卡和 U盾既是对您的权利的保护，又是

守法公民应尽的义务。 

5、请勿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提现 

通过各种方式提现是犯罪分子最常采用的洗钱手法之一。有

人收朋友之托或受利益诱惑，使用自己的个人账户或公司的账户

为他人提取现金，为他人洗钱提供便利。然而，法网恢恢，疏而

不漏。请您切记，账户将忠实记录每个人的金融交易活动，请不

要用自己的账户替他人提现。 

6、做好个人账户分类管理 

I类户是“钱箱”，用于存放个人的工资收入等主要资金来

源，安全性要求高，通常在银行柜面开立。 

II类户是“钱夹”，用于个人日常刷卡消费、网络购物、缴

费等，可以采用数字证书或者电子签名开立。 

III类户是“零钱包”，用于金额较小、频次较高的交易，

如常见的手机扫码支付，可以采用数字证书或者电子签名开立。 

7、谨防“首付贷”等违规购房融资洗钱 

以下购房融资都是违规的： 



• 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为购房人垫付首付款或

采取首付分期等其他形式变相垫付首付款，通过任何平台和机构

为购房人提供首付融资，以任何形式诱导购房人通过其他机构融

资支付首付款，组织“众筹”购房； 

• 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小额贷款公司以线上、线下或其他

任何形式为购房人提供的首付融资或相关服务； 

• 房地产中介机构、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小额贷款公司为

买房人或购房人提供的“过桥贷”“尾款贷”“赎楼贷”等场外

配资金融产品； 

• 个人综合消费贷款等资金挪用于购房。 

8、提高风险意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 坚持账户实名制，不向他人出售账户或者协助他人开户； 

•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不轻易向他人透露个人身份信息、账

户信息、支付信息等； 

• 不参与买卖银行账户、银行卡、POS机具等； 

• 做好个人账户分类管理； 

• 不轻信、不盲从未经证实的转账信息； 

• 如果不慎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要保留微信、QQ、短信等往

来信息，以及 ATM转账、网银转账、手机银行转账、支付宝支

付、微信支付等转账凭证或信息，便于警方锁定犯罪嫌疑人。 

9、举报洗钱活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为了发挥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动员社会的力量与洗钱犯罪作

斗争，保护单位和个人举报洗钱活动的合法权利，《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洗钱法》特别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中国人民银

行或公安机构举报洗钱活动，同时规定接受举报的机关应当对举

报人和举报内容保密。 

每个公民都有举报的义务和权利，欢迎所有公民举报洗钱活

动及线索。所有举报信息将被严格保密。 

10、反洗钱打击防疫物资网络诈骗 

2020年 2月，全国各地口罩等防疫物资资源紧缺，无业人员

刘某以某医药公司名义在互联网发布虚假口罩、酒精等防疫物资

销售信息。 

刘某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收取诈骗款，单笔收款金额从几百

元到几万元不等，仅 2月共计收到诈骗款近 20万元。 

某第三方支付平台发现，刘某账户交易与其个人特征和职业

属性严重不符，账户资金呈现分散转入、集中转出、不留余额等

特征，交易备注通常包括“N95”、“酒精”等关键词，该第三方

支付平台立即向反洗钱监管机构提交了可疑交易报告。 

反洗钱监管机构立即向警方通报情况，当地警方迅速采取行

动，将刘某依法刑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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