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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三十种洗钱手段 

 

“洗钱”一词，源于 20 世纪初，美国旧金山一家饭店老板发现

肮脏的钱币常常会弄脏顾客漂亮的手套，于是就将在饭店流通的钱币

放进洗涤剂中清洗，这就是最初的洗钱。洗钱犯罪可以和绝大多数犯

罪共生，是这些犯罪的下游犯罪。洗钱通常以隐藏资产来源为目的。 

洗钱的整个过程大致可分为存放(Placement:将犯罪得益放进金

融体系内)、掩藏(Layering：将犯罪得益转换成另一种形式）、整合

(Integration：将清洗后的财产如合法财产般融入经济体系)三个阶

段，这三个阶段经常互相重叠，反复出现，从而使追查非法获益及其

来源变得更加困难。 

洗钱的手法和步骤千变万化、名目繁多。一般来说，必须首先以

某种名义和形式把钱储存起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交易或转账，将其

变为合法形式。世界上比较常见的洗钱方法如下： 

1、现金走私洗钱。目前许多国家并未建立现金交易报告制度，

所以将犯罪收益通过走私带入这类国家，然后存入银行，是洗钱的重

要方式，这也是各国严格限制出入境现金携带量的重要原因之一。 

2、将大额现金分散存入银行、构建存款洗钱。这种方法也叫“化

整为零”。一些国家建立了严格的现金交易报告制度，对于超过限额

的现金交易，银行必须向反洗钱情报部门报告。所以洗钱分子往往将

大额现金拆分成低于报告标准的金额分散存入银行，逃避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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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现金密集行业洗钱。越来越多的洗钱者利用现金密集行

业进行洗钱，他们以赌场、娱乐场所、酒吧、金银首饰店等作为掩护，

通过虚假交易将犯罪收益对外宣告为经营的合法收入。 

4、直接购置各种动产或不动产洗钱。直接购买房产、高价值的

交通工具、古玩、艺术品以及各种金融证券等，然后在转卖中套取现

金存入银行，逐渐演变成合法的货币资金。 

5、利用证券业和保险业、无记名债券或期货洗钱。由于证券业

交易资金量巨大，金融工具和交易品种繁多而且复杂，全球资本市场

已经形成，这都为洗钱提供了最好的掩护。所以许多洗钱犯罪是通过

包括股票、债券、期货在内的证券交易形式进行的，还有许多洗钱者

在保险市场购买高额保险，然后再将保费以退费、退保等合法形式回

到罪犯手中，以掩盖犯罪收入的真实来源。 

6、利用离岸金融中心、银行保密天堂等国家和地区对个人资产

的保密措施洗钱。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允许成立匿名公司、对个人资

产有着过度的保密措施，这些都使得犯罪收入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

后，真实来源很容易被隐藏。 

7、开展显失公平的进出口贸易、注册皮包公司开展虚拟交易洗

钱。通过开展一些与标的极不相称的进出口贸易实现洗钱的目的，或

是注册皮包公司伪造经营业绩，把犯罪收入变成合法的经营收入，这

也是犯罪分子常用的手段。 

8、“先捞后洗”。一些贪污腐败的官员在位时拼命捞钱，然后

就办企业、开公司。这种洗钱的方式有一个特点，就是官员无论是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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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还是炒股、期货一般都会“盈利”。不管实际上是盈利还是亏损，

他们一般都会宣传自己“大发特发”，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赚了钱，

因为他们要给自己到手的黑钱找个“说法”。 

9、“边捞边洗”。自己捞钱，亲属经商。这也是一种比较普遍

的洗钱方式，贪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拼命捞钱，亲属则下海开娱乐

场所、开餐厅、办企业等。 

10、“连捞带洗”。别人公司，自己掌权。政府官员或国企老总

创办私人企业，但一般表面由别人代理，实际大权则由自己掌握。这

样既可以通过经济往来把黑钱转移到自己的企业账户上，又可通过正

常的纳税经营再赚一笔。 

11、转移境外洗钱。目前最普遍的洗钱方式是将黑钱转移出去，

或在境外收取赃款并洗钱。一种是非贸易方式，一些官员干部把子女

送到国外，用支付教育费、保险费、佣金等方式套购外汇，再汇到境

外。另一种是贸易方式，高报进口，低报出口：洗钱者勾结国外公司，

在进口设备和原材料时高报进口价格，以高比例佣金、折扣等形式支

付给境外进口商，再从其手中拿回扣，然后将非法所得留存国外。再

一种是设空壳公司境外投资，即先在国外设空壳公司，然后利用手中

职权将非法所得以对外投资的形式汇到境外。还有一种是通过地下钱

庄转移境外。 

12、贿赂金融高官将资金汇往境外洗钱。一般为走私、贩毒犯罪

集团贿赂金融高官放松对资金结算的审查和管理，将黑钱转移出境。

如 2001 年香港廉政公署捣毁了香港最大的跨境洗钱集团，洗钱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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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达 500亿港元。罪犯在香港中银集团下属的宝生银行尖沙咀分行开

设账户，为逃避香港法律监管，他们贿赂该行一名高级经理，把黑钱

以一般转账而非汇兑的形式转移到不同的银行账户，再分别汇往香港

和海外的有关银行账户。 

13、利用合法的金融体系洗钱。不法分子通过银行或非银行的金

融机构清洗赃款，特别是一些犯罪嫌疑人使用假身份证在银行开设多

个账户，用于转移和藏匿非法所得及其收益。 

14、利用互联网洗钱。不法分子利用网上银行转移赃款，或通过

网上赌博，把黑钱洗“白”。 

15、通过投资洗钱。不法分子通过投资兴建宾馆、开设公司、购

买商品房、投资房地产等方式洗钱；甚至在境外开设公司，为其犯罪

所得披上合法的外衣。 

16、利用进出口贸易洗钱。犯罪嫌疑人通过虚报进出口价格或伪

造有关贸易单据等方式跨境转移赃款。 

17、利用旅行支票洗钱。海关会对通关者携带的现金要求申报，

未申报者超过限制则没收，但不会对携带旅行支票者做金额的限制，

重点在于无背书转让给第三者，因为支票被存入银行兑现，最终会回

到原发票人的手中。 

18、在赌场以代币间接兑换洗钱。在赌场中兑换成代币，再将代

币直接交付给洗钱的受益人。再由他去将代币兑换回现金（通常需要 

5% 左右的手续费），对外可声称是在赌场内赌赢的。这样可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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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纸钞上的编号直接追查到洗钱的受益人。常用于各国可将代币兑

换回现金的职业赌场。 

19、利用“低买高卖”贵重物品的假买卖洗钱。对古董珠宝或具

价值收藏品、高价中古精品“低价买，高价卖”，将钱以合法交易的

形式洗到目的账号（此方式亦常用于受贿的收钱方式）；或购买古董

珠宝、具价值的收藏品（一般会购买没有记号的物品如文物、邮票或

历史悠久的名厂乐器），再谎称为自家收藏品在市场上放售，或私下

购买多部名车，中古私人飞机，珠宝名牌等高价值物转售。 

20、利用基金会洗钱。不少政客、企业或财团成立基金会，然后

假捐赠给基金会以逃漏所得税；或利用赈灾名义募款诱骗企业捐款给

自己能掌控的基金会，募到的善款私自挪用，或用各种名目扣住善款

于私人户头。在跨国洗钱活动中，洗钱者常在各地不同慈善名义的基

金会中互相转换款额。 

21、跨国多次转汇（结清旧账户）或直接跨国搬运洗钱。利用转

汇相关单据有保存期限的漏洞洗钱。利用专机或具有海关免验的身

份，直接把钱搬到外国，常用 100美元的纸钞方式运送。 

22、利用人头账户洗钱。洗钱者通常利用人头账户分散赃款，以

掩人耳目逃避监管，但由于会担心人头账户本人到银行声称存折、提

款卡与印章丢失而重新申请进行盗领，所以通常会在人头账户本人所

不知的外国开户。 

23、利用外币活存账户洗钱。使用多次小额存款的方式存入，再

到外国提领外币。俗称“蚂蚁搬砖”，常配合“人头账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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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跨国交易洗钱。常见于无实体商品的产业。利用交易金额造

假灌水的方式，先通过合法的方式将金钱汇往外国掮客的账户，再通

过外国账户分钱，分清原本的交易金额、掮客的佣金与原本要洗出去

的钱；或利用各地的商品贸易，例如以过高金额购买普通消费品，将

大量款项汇到国外账户，装作用以支付买货款项。反过来亦可将商品

高价出售，让国外的洗钱伙伴将款项汇进国内。 

25、地下汇兑洗钱。常见于不肖的卖珠宝金饰的银楼。除非法兑

换外币外，甚至可将现金兑换为外国无记名与背书的支票，供客户至

外国的账户存入。 

26、利用跨国企业的资金调度洗钱。常见于金融、银行或保险业

等，常以大批的现金纸钞进行跨国搬运。例如以麻绳捆绑、纸箱方式

搬运。 

27、人头炒楼洗钱。使用人头购买房地产，向承包商或开发商以

市价五至七折买入，以现金支付。然后在短期内快速脱手（例如预售

屋在交屋前，获利约 50%－100%）。 

28、假借贷洗钱。常用于受贿或贪污。收钱的人持有对方开立的

远期兑现的本票或支票。即使被查到这张本票或支票，可声称为借贷

关系。等风头过了或不在其位，没有明显的对价关系时，再把本票或

支票转手给第三者，或是扎进银行兑现。或是贪污被抓包的人说要还

钱，但开立本票或支票，只要没有兑现就没有真正的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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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利用伪币或伪钞洗钱。将伪币或伪钞通过多次小金额消费行

为，或是利用自动贩卖机找零行为，或是纸钞兑换成硬币的机器。将

伪币或伪钞洗成真钱。 

30、利用百货公司的礼券洗钱。具有高度的流通性，但由于具有

不易兑换回现金的特性，故需有一定的人脉关系才方便消化礼券。例

如转卖给各公司的员工福利机构，将礼券作为员工的节假日福利奖金

方式发放。把礼券洗到不知情的第三者手中，原礼券持有人则获得接

近等值的现金。 

另外还有，如与合法收入混合，利用双重发票，利用信用卡，利

用外汇交易所洗钱，利用互联网洗钱，利用信托方式洗钱，利用律师、

公证员、会计师和其他专门职业者的服务或帮助洗钱，利用收购金融

机构洗钱，利用贫困地区政府项目洗钱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