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本指南由孖士打律師行及法國巴黎銀行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的「非政府機構董事會網絡計

劃」通力協作編制。本指南僅為相關議題提供一般指引，且不構成法律意見，也不能替代針對任何個別

情況的特定意見。讀者在參照本指南討論的事項而採取有關的任何行動之前，應尋求法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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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執行摘要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通過實施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國際標準而立於維護金融體系的誠信

及完整性的前沿。一個嚴謹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框架可幫助包括非政府機構在內的各類

型組織遵從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相關法律及指引。 

本指南旨在全面地闡述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最新1法律及監管要求，以及非政府機構在香港營

運及進行慈善籌款活動時所面臨的相關風險及漏洞。本指南的附錄涵蓋相關的核對清單及實務指引，讓

非政府機構能主動地識別及應對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潛在風險。 

本指南建議非政府機構實施與其自身業務規模及範圍相稱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管理框架。非

政府機構應在檢討本指南所提出的良好實務後，採用符合其實際需要的建議。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的風險評估是一項持續的工作，非政府機構應持續地進行審查，確保能應對香港金融市場及安全環境快

速變化所帶來的挑戰。 

沒有一個風險評估框架或模型能符合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所有的需要或適用的情況。本指南雖

列出了一般原則及建議常規，但無意提倡或試圖改變任何非政府機構現行的實務常規，且本指南不應被

視為一份權威性的指南。鑒於遵從相關指引及建議常規或符合相關法律及監管要求的方式不盡相同，非

政府機構應以對其而言最有效的方式應用本指南所載的指引。 

除本指南外，非政府機構亦可參考同為香港非政府機構的公益法全球網絡（「PILnet」）所發佈的非政

府機構打擊洗錢政策範本2。該範本參照了香港現行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要求，為香港的非政

府機構提供一套專門及全面的政策及規則。 

                                                 
1 指截至本指南「序言」所載的日期。  
2 該範本僅有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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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言 

2.1 背景 

香港有效的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增強了香港經濟及金融體系的抵抗力，並提升了香港作為

全球可信賴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自 1991 年以來，香港一直是財務特別行動組織（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FATF」）的成員，並為 1997 年成立的亞太反洗錢組織（Asia-Pacific Group on Money 

Laundering）的創始成員3，是國際上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組織的活躍成員。2019 年 9 月 4 日，

FATF 發佈的《香港的相互評估報告》4認為香港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制度具備了健全的法律基

礎及有效的執法力，是有效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體制。但一眾非政府機構（特別是中小型非

政府機構）均可能面臨如因有限的人力物力而根本無法追趕最新的法律及監管要求等合規層面上的挑戰。 

2.2 範圍及目標 

考慮到不同方面的挑戰，本指南旨在向香港非政府機構（尤其是中小型非政府機構）提供一個風險評估

的框架，供其應對在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的最新要求。 

本指南的目標可概括如下： 

• 通過提升非政府機構對其在運作中有關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及潛在漏洞的認知，協助其

在香港營運及進行慈善籌款活動。 

• 提升非政府機構在香港的法律及監管環境下，對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實際操作的認知，

並按照非政府機構的業務規模及服務範疇提供一份以風險為本的必要及合適的實務指南。 

• 協助非政府機構跟進最新的法律及監管要求。 

有鑒於上述目標，本指南的內容涵蓋目前香港非政府機構於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的風險，以及

實踐中各種推薦予及適合非政府機構的應對方法及措施。儘管本指南的焦點聚於香港，但由於香港是眾

多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國際組織成員，當非政府機構的運作涉及海外因素時，亦可參考本指

南所述的原則。 

                                                 
3 見 FATF 官方網站上發佈的信息（僅有英文版）：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fatf-gafi/en/countries/detail/Hong-Kong-

China.html 
4 該報告僅有英文版，另見 2023年 2 月發佈的「後續報告及技術合規性的重新評估」（僅有英文版）。 

https://www.fatf-gafi.org/media/fatf/documents/reports/mer4/MER-Hong-Kong-China-2019.pdf
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fatf-gafi/en/countries/detail/Hong-Kong-China.html
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fatf-gafi/en/countries/detail/Hong-Kong-Chin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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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政府機構涉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

風險 

3.1 香港的法律及監管環境 

香港面臨著一系列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威脅。香港眾多的競爭優勢：資本、人員、貨物及信息的

有序流動、完善的法律制度、成熟的市場架構及優質的專業服務，也同樣吸引著尋求清洗及隱藏犯罪得

益的犯罪分子5。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有時會因諸如金融活動在數據化時代變得更加複雜等原

因變得更難偵測。香港非常重視保護其金融體系的需要，並制定了一系列的法例，以穩健地推行一套健

全的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機制6。該等法例包括：  

(1)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打擊洗錢條例》」）（第 615 章） 

(2) 《2022 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 修訂 ) 條例》（「《打擊洗錢修訂條例》」） 

(3) 《販毒（追討得益）條例》（「《販毒條例》」）（第 405 章） 

(4)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有組織罪行條例》」）（第 455 章） 

(5) 《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反恐條例》」）（第 575 章） 

(6) 《聯合國制裁條例》（第 537 章） 

(7) 《大規模毀滅武器（提供服務的管制）條例》（「《武器條例》」）（第 526 章） 

（統稱「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相關法例」） 

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相關法例中的主要條文概述請查閱附錄 A。與其他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

金籌集的相關法例不同，《打擊洗錢條例》及《打擊洗錢修訂條例》僅適用於金融機構及指定非金融企

業及行業人士。雖然該等條例不直接適用於非政府機構，但為盡職調查及相關紀錄備存的要求提供了有

用的指引。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打擊洗錢條例》中未經《打擊洗錢修訂條例》修訂的現有條款仍將繼續有效。

《打擊洗錢修訂條例》所作出的主要修訂概述亦可於附錄A查閱。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均是香港法

律規定的刑事罪行。任何人如果處理其知道或有合理理由相信為販毒或可公訴罪行收益的任何財產（包

括金錢）即屬犯洗錢罪；而任何人如果提供或籌集其知道或意圖將用於恐怖主義行為的財產，即屬犯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罪。 

                                                 
5 參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 2022年 7 月最後更新的《香港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評估報告》。 

6 可從公司註冊處的網站查閱「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法例」。簡體中文版另載於：

https://www.cr.gov.hk/sc/amlctf/legislation.htm  

https://www.fstb.gov.hk/fsb/aml/sc/doc/2nd%20HK%20ML%20TF%20Risk%20Assessment%20Report_c.pdf
https://www.cr.gov.hk/tc/amlctf/legislation.htm
https://www.cr.gov.hk/sc/amlctf/legisl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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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毒條例》、《有組織罪行條例》及《反恐條例》還規定，所有人和實體在其知道或懷疑涉及洗錢行

為及/或犯罪得益時有義務舉報可疑的交易。向任何人透露任何可能妨礙執法機關調查的信息（通風報

信）也屬犯罪。 

籌款或付款等日常運作都可能為非政府機構招致風險。正如稅務局在 2023 年 6 月最後更新的《屬公共

性質的慈善機構及信託團體的稅務指南》7中指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均

應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國安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其他法律，不得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8 如果稅務局認為一間屬於

慈善性質的非政府機構支持「非法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9，則該非政府機構可能喪失《稅

務條例》（第 112 章）第 88 條賦予的免稅地位。此外，違反《香港國安法》屬刑事罪行：請查閱本指

南第 4.2.2 節（國家安全）及附錄 A。  

具備一個健全的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合規計劃有助非政府機構運用適當的盡職調查、監控及監

督措施，從而符合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相關法例。 

3.2 非政府機構 

3.2.1 非政府機構的運作及其有關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漏洞 

了解非政府機構及其有關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攸關非政府機構能否有效地落實打擊洗錢/恐

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制度。本指南第 3.2.3 節（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類別）羅列了 FATF 歸納的

五個有關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類別。 

基於以下原因，非政府機構尤其容易被利用於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活動。首先，非政府機構的運

作規模往往較小，用於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資金及/或資源也有限。其次，非政府機構接受捐

贈及頻繁地使用現金的特性也是風險因素。再者，資金流過非政府機構有可能增加交易或資金流的複雜

性，使非法活動更難察覺。 

此外，香港政府最近因為「眾籌」有利於籌集支持恐怖主義活動的資金及清洗犯罪得益而將其列為潛在

的新興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式。請查閱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佈的《規管眾籌的思考》10。 

3.2.2 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威脅的性質 

洗錢威脅 

                                                 
7 簡體中文版另載於：https://www.ird.gov.hk/chs/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  

8 《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及信託團體的稅務指南》第 13 段，該段援引了《香港國安法》第六條。 簡體中文版另載於：

https://www.ird.gov.hk/chs/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  
9 《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及信託團體的稅務指南》第 3 段及第 67 段。 簡體中文版另載於：

https://www.ird.gov.hk/chs/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  
10 簡體中文版另載於：https://www.fstb.gov.hk/sc/blog/blog140422.htm  

https://www.ird.gov.hk/chi/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
https://www.ird.gov.hk/chi/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
https://www.fstb.gov.hk/tc/blog/blog140422.htm
https://www.ird.gov.hk/chs/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
https://www.ird.gov.hk/chi/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
https://www.ird.gov.hk/chs/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
https://www.ird.gov.hk/chi/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
https://www.ird.gov.hk/chs/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
https://www.fstb.gov.hk/sc/blog/blog1404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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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1 第 1 部第 1 條所列，洗錢一般是指意圖使屬干犯（或本身可構成）香港境

內可公訴罪行而獲取的收益的任何財產（包括金錢及貨品）看似並非該等收益的行為。簡而言之，就是

「清洗」非法得益，使其看似「乾淨」且「合法」。 

一般而言，洗錢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1) 安置從非法活動中獲得或衍生的資金；   

(2) 通過多重交易及轉手，為資金設置夾層，以隱藏或掩蓋資金的真實來源；及 

(3) 使表面上看似來自合法來源的資金重新融入金融體系。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威脅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是指意圖或知道財產將用於作出恐怖主義行為或知道財產受益人是（或罔顧其是否為）

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而為其提供或籌集（通常為金錢的）財產。即使非政府機構沒有為恐

怖分子提供或籌集財產的意圖，也可構成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行為。   

3.2.3 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類別 

FATF 於 2014 年出版的《FATF 報告：非牟利組織被恐怖分子利用的風險》11中將非政府機構被利用的風

險分為五個類別： 

(1) 資金轉移；   

(2) 與恐怖主義實體聯繫； 

(3) 支援恐怖主義組織的招募工作； 

(4) 在執行計劃時被利用；及 

(5) 冒認代表非政府機構。 

以下是對每個類別的簡要描述： 

(1) 資金轉移 

這是非政府機構最常被利用的方式。合法籌集的資金可能被非政府機構內部人士或如

外國合作夥伴或第三方籌款人等外部人士轉移至恐怖主義實體。資金轉移可在非政府

機構籌款過程的不同階段中發生。  

資金轉移通常是內部人士的作為，這主要是由於該等人士的職務牽涉收集、保存及轉

移非政府機構的資金。基於其資歷或對非政府機構銀行帳戶或現金的權限，該等內部

人士比較容易接觸到非政府機構的資金，並將其轉移或輸送出去。 

                                                 
11 該報告僅有英文版。 

http://www.fatf-gafi.org/media/fatf/documents/reports/Risk-of-terrorist-abuse-in-non-profit-organisations.pdf
http://www.fatf-gafi.org/media/fatf/documents/reports/Risk-of-terrorist-abuse-in-non-profit-organisa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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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與恐怖主義實體聯繫 

非政府機構可能在知情或不知情的情況下在運作過程中與恐怖主義實體有聯繫。例如

在下列情況下，非政府機構可能被利用於為恐怖主義實體提供後勤支援等目的：(1) 非

政府機構內部人士與恐怖主義實體有關連，並從內部影響非政府機構的運作，為該等

恐怖分子謀取利益；或(2) 非政府機構與恐怖主義實體之間存有較為正式的關係。 

(3) 支援恐怖主義組織的招募工作 

這類風險與第 2 類風險相關，同樣可在非政府機構知情或不知情的情況下發生。 

(4) 在執行計劃時被利用 

計劃中合法的資源、資金或信息流動可能在執行時被誤用或挪用。例如，非政府機構

設立了一項合法的項目或計劃，但在執行階段，該計劃被篡改為支持恐怖主義或其他

的非法活動。   

(5) 冒認代表非政府機構 

在這類風險中，恐怖主義實體通過製造為正當非政府機構的假象，從而騙取捐款。該

等實體可能通過設立「虛假」的非政府機構，或冒認是某正當非政府機構的代理人以

達致該目的。由於近年電子轉帳的普及，這類風險因而增加。此外，亦由於這種活動

發生在非政府機構之外，所以相對而言更難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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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機構的誠信操守 

4.1 了解作為非政府機構的責任 

非政府機構是為公共利益而成立的，並受託管理專門用於達成其使命的資金。由於非政府機構擁有包括

捐贈者及義工等廣泛的資金來源，其營運模式吸引著試圖清洗犯罪得益或資助恐怖主義活動的犯罪分子。

縱使很難清除機構內的每一個不良分子，但捍衛機構的誠信操守能有助非政府機構降低金融罪行的風險，

從而維護公眾對非政府機構的信任和信心。 

4.2 管治 

健全的管治結構和有效的內部政策及監控程序是非政府機構管理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的關鍵措

施。 

4.2.1 組織架構 

非政府機構由董事會領導，其責任是確保非政府機構遵守其管治章程及所有適用的法律和監管要求。一

般而言，董事會通過設定策略計劃及目標、監督高級管理層、審查財務報表及業績報告、批核預算及處

理其他重大事項，來維持對非政府機構的監督。請查閱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效率促進辦公室於 2015 年 6

月發佈的《受資助機構企業管治指引》。 

儘管每間非政府機構在制定自己的管治結構時均應考慮其規模及其活動的性質，但首要目標還應是提升

問責和透明度，使非政府機構不易被用於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或其他非法的目的。以下要點可作為

非政府機構良好管治的標誌： 

• 董事會的結構及組成 

— 董事會由具有不同背景的可承擔管理及監督工作的董事組成。 

— 主席和行政總裁的角色是分立的，由不同人士擔任。 

— 董事在董事會會議上的出席率是評估其連任時考慮的因素之一。 

• 董事會的運作 

— 具備明確的會議程序指南/手冊（包括在每次會議之前讓有須要的董事申報其利益的程序）。 

— 具備一定程序防止董事批核與其利益相關的任何事項。 

— 妥善地為董事會/委員會會議擬備會議紀錄，並在會後及早向董事會/委員會成員分發。 

— 在每次會議之前及時向董事會成員提供議程及其他文件（例如財務報告及其他定期報告）

供其審閱。 

https://www.effo.gov.hk/tc/reference/publications/guide_to_cg_for_so_tc_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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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度及披露 

— 定期進行績效評估並向公眾披露評估報告。 

— 在公開的年度報告中準確、清晰地披露機構的財務狀況（以及與上一期報告的比較），包

括有關資金籌集、捐贈者、資金分配、受益人、管理費用及其他費用的合理細節。   

— 向公眾披露（例如在機構的網站上或可供公眾查閱的印刷品中披露）機構的董事名單及其

簡歷。 

非政府機構的管理團隊需向董事會負責及匯報。管理團隊應定期向董事會報告非政府機構的活動、發展

及其他重大事件，協助董事會履行其監督非政府機構的職責。管理團隊的定期報告中應總結報告期間發

生的重大事件、非政府機構財務狀況的最新變化，以及管理團隊與董事會或屬下委員會所展開臨時或緊

迫事項的討論。 

4.2.2 政策、控制及程序 

盡職調查 

非政府機構盡職調查的重心在於了解其持份者，包括捐贈者、受益人和合作夥伴，並採用以風險為本的

方式去識別潛在的危險信號。每間非政府機構均應根據其運作所需而制定盡職調查的程序/框架。 

以風險為本的方式進行盡職調查，旨在確保降低金融罪行風險的需求能與風險的嚴重程度及盡職調查所

需的資源之間取得平衡。有關以風險為本及盡職調查的更詳細內容，請查閱本指南第 5.1 節（風險評估）

和第 5.2 節（盡職調查）。 

國家安全 

正如本指南第 3 章（非政府機構涉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所述，如果稅務局認為一間屬慈

善性質的非政府機構支持「非法或不利於國家安全的行為或活動」12，則該非政府機構可能喪失《稅務

條例》第 88 條賦予的免稅地位。對慈善機構的持份者（包括捐贈者、受益人和合作夥伴）進行適當的

盡職調查並了解其背景可降低非政府機構支持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活動的風險。 

另外，《香港國安法》第二十六條禁止為恐怖活動組織、恐怖活動人員、恐怖活動實施提供支持、協助、

便利（包括提供資金）。《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九條禁止接受外國或外國組織的資助或支援，實施通過

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憎恨等行為。詳情請查閱附錄 A。 

香港制裁 

某些個人、組織、國家和地區受到聯合國的制裁。在香港，制裁是通過《聯合國制裁條例》（第 537 章）

及其附屬法例實施的。受到財政制裁的個人及實體名單可在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工商及旅遊科網站13上

                                                 
12 《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及信託團體的稅務指南》第 3 段及第 67 段。 簡體中文版另載於：

https://www.ird.gov.hk/chs/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  
13 簡體中文版另載於：https://www.cedb.gov.hk/sc/policies/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sanctions.html    

https://www.cedb.gov.hk/tc/policies/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sanctions.html
https://www.ird.gov.hk/chi/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
https://www.ird.gov.hk/chs/pdf/tax_guide_for_charities.pdf
https://www.cedb.gov.hk/sc/policies/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sanc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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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閱，而香港實施該等制裁的規例可在「聯合國制裁規例刊憲及實施」14（「該等制裁規例」）上查閱。

非政府機構盡職調查的流程應包括在與外部人士聯繫時檢查該等名單（例如，確定非政府機構的主要捐

贈者、受益人和合作夥伴是否在受制裁個人及實體的名單中）。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第 3 條第(3)

款，該等制裁規例可訂明凡違反或觸犯該等規例，(a)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不超過 500,000 港元的

罰款及不超逾兩年的監禁；(b)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無限額的罰款及不超逾七年的監禁。 

採購 

非政府機構應採納一套採購貨物和服務以及選擇供應商和服務提供者的政策。這套政策應列明選擇的標

準及流程，內容應包括須獲取多家供應商的報價供內部審查的要求（如果是大型採購或項目，應考慮進

行競爭性的公開招標）、避免供應商與非政府機構的任何董事或僱員（及其家庭成員和聯屬公司）之間

存在利益衝突的程序，及建立一個對現有供應商進行持續評估的制度，使非政府機構可以在其利益受抵

觸時更換供應商。 

4.2.3 監督及監控   

有效的監督及監控可確保非政府機構不同層級都遵從既定的內部政策和監控程序，是一個健全的風險管

理框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有關如何實施包括非政府機構員工之間的職責分工等監督及監控措施的詳細指引，請查閱本指南第 7 章

（人事管理及問責）。 

4.3 財務問責及透明度 

一個健全和透明的財務運作框架是提升非政府機構問責及透明度的關鍵，有助偵測與非政府機構籌款活

動有關的危險信號及相關風險。   

4.3.1 收取捐款 

準確的捐贈紀錄有助調查任何基礎財務及會計紀錄中的異常或進行與調查相關的審計程序。在收取捐款

時，應適當地採用社會福利署（「社署」）在《慈善籌款活動內部財務監管指引說明》中推薦的措施，

以提高籌款過程的誠信操守。 

社署的《慈善籌款活動內部財務監管指引說明》還包含了進行不同類型籌款活動的指南，例如賣旗日、

設置在固定攤位的籌款箱、義賣、募集已簽署的捐款授權書、步行籌款、慈善舞會、慈善音樂會、慈善

表演及電影首映。 

4.3.2 管理付款及交易 

帳戶管理 

                                                 
14 簡體中文版另載於：https://www.tcsp.cr.gov.hk/tcspls/portal/aml-uns?lang=zh_CN  

https://www.tcsp.cr.gov.hk/tcspls/portal/aml-uns?lang=zh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555/en/Guidance_Note_Eng.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555/en/Guidance_Note_Eng.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555/en/Guidance_Note_Eng.pdf
https://www.swd.gov.hk/storage/asset/section/555/en/Guidance_Note_Eng.pdf
https://www.tcsp.cr.gov.hk/tcspls/portal/aml-uns?lang=zh_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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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機構對開支的批核應按照金額的大小實行分級授權，在降低挪用資金風險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減少

對機構的運作構成不便。 

付款監控 

非政府機構可以參考廉政公署（「廉署」）發佈的防貪錦囊《非政府機構的管治及內部監控》。 

4.3.3 海外融資的運作 

轉移到海外的資金有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轉用於非法用途（例如，支持恐怖主義組織）的風險。資金的

下落會在流出正規銀行體系時變得難以追蹤，使風險急劇上升。查詢非政府機構經營所在國家或地區的

銀行體系並確定資金能否在該等國家或地區可靠地轉移至擬定收款人是非常重要，特別是在以下情況：  

• 向高風險國家或地區轉移資金或通過高風險國家或地區轉移資金，因為資金可能在擬定收款人

收到之前被挪用；及 

• 轉移資金到該國家或地區的正規銀行體系以外。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16/208ec0bd-878e-4dc0-b755-c4a230b39bdd.pdf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16/a8fc475c-de81-40d7-9b13-01dab2833228.pdf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16/a8fc475c-de81-40d7-9b13-01dab28332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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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風險評估及降低風險的措施 

5.1 風險評估 

5.1.1 以風險為本 

以風險為本是指非政府機構首先應審視其運作及活動，識別當中的潛在風險，然後再決定可應對該等潛

在風險的相應措施。以此方式所選取的措施能確保與非政府機構實際面臨的風險匹配，遠勝於採取一些

不適用於非政府機構營運模式的標準措施。 

FATF 發佈的《以風險為本的方式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指引 - 總體原則及程序》及《以風險

為本的指引：銀行業》15闡述了以風險為本的目的、所帶來的益處及其面臨的挑戰。據 FATF所述，非政

府機構通過採用以風險為本的方式，確保預防或降低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的措施能與可識別的

風險相稱，令資源的分配達到最高效。該方式的原則是按照優先次序調配資源，使最大的風險獲得最多

的關注。當非政府機構識別到較高的風險時，應確保其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機制足以應付該

等風險；而當非政府機構識別到較低的風險時，則其可決定採取簡化的措施。 

5.1.2 評估風險 

對風險進行評估是以風險為本中至關重要的一步。非政府機構首先應識別相關情況或情形（例如接受一

筆捐贈），然後評估盡職調查需相應達到的程度。在進行籌款前，非政府機構應查閱附錄 B《對不同類

型捐贈的盡職調查指引》及附錄 C《識別及偵測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的非窮列核對清單》。 

保安局禁毒處編制的《防止慈善團體被利用作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也列舉了下述風險評估中應考慮

的因素： 

• 捐贈者/受益人/合作夥伴活動的性質； 

• 捐贈者/受益人/合作夥伴的目標群體； 

• 捐贈者/受益人/合作夥伴運作的地點； 

• 捐贈者/受益人/合作夥伴及其員工的聲譽； 

• 與捐贈者/受益人/合作夥伴及其員工相識的年數；及 

• 公開信息，包括不時在政府憲報上刊登的恐怖分子名單。 

                                                 
15 該等指引僅有英文版。 

https://www.fatf-gafi.org/media/fatf/documents/reports/High%20Level%20Principles%20and%20Procedures.pdf
https://www.fatf-gafi.org/media/fatf/documents/reports/High%20Level%20Principles%20and%20Procedures.pdf
https://www.fatf-gafi.org/en/publications/Fatfrecommendations/Risk-based-approach-banking-sector.html#:~:text=A%20risk%2Dbased%20approach%20means,with%20the%20level%20of%20risk.
https://www.fatf-gafi.org/en/publications/Fatfrecommendations/Risk-based-approach-banking-sector.html#:~:text=A%20risk%2Dbased%20approach%20means,with%20the%20level%20of%20risk.
https://www.fatf-gafi.org/en/publications/Fatfrecommendations/Risk-based-approach-banking-sector.html#:~:text=A%20risk%2Dbased%20approach%20means,with%20the%20level%20of%20risk.
https://www.sb.gov.hk/chi/special/moneylaundering/guideline_c_201809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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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非政府機構需根據其業務規模及範圍，並在考慮其風險概況及風險承受力後，為盡職調查設

定相稱的調查門檻。非政府機構可採用 PILnet 發佈的非政府機構打擊洗錢政策範本16，並按照其實際運

作情況調整範本中的內容。 

在識別出風險的程度後，非政府機構應展開類型相應的盡職調查。非政府機構可查閱附錄 D《對捐贈者、

合作夥伴及受益人的盡職調查核對清單》以了解如何進行該等盡職調查。 

5.2 盡職調查 

5.2.1 「了解機構的…」原則的概述 

非政府機構防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主要措施是進行盡職調查。在金融行業中，銀行及其他機構

均須採取合理的步驟，確保其了解業務對象的身份。對於非政府機構而言，該等要求可歸納為以下三項

「了解機構的…」原則： 

• 了解機構的捐贈者 

• 了解機構的受益人 

• 了解機構的合作夥伴 

上述三項原則可以協助非政府機構切實掌握其資金的來源，並了解與其共事的組織和人士以及代表其行

事的人員和組織。非政府機構應遵循上述原則，以確保慈善資金及服務不被利用。為滿足盡職調查的核

心要素，非政府機構可採取包括以下在內的合理步驟： 

• 識別 - 了解機構業務往來的對象； 

• 核實 - 在高風險且有合理需要的情況下，應進行身份核實； 

• 對照媒體上的公開資訊或當地政府發佈的名單進行姓名或名稱篩查； 

• 了解該等組織或人士的業務，並確保該等業務與非政府機構的理念並無抵觸； 

• 了解該等組織或人士與非政府機構之間具體的業務內容，並確認該等組織或人士能向非政府機

構按照預期進行交付；及 

• 留意異常或可疑的活動、行為或請求。 

非政府機構應首先識別並評估風險（請查閱附錄 B《對不同類型捐贈的盡職調查指引》及附錄 C《識別

及偵測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的非窮列核對清單》），然後進行（附錄 D《對捐贈者、合作夥伴

及受益人的盡職調查核對清單》所述的）相應程度的盡職調查。 

                                                 
16 該範本僅有英文版。 

https://www.pilnet.org/resource/anti-money-laundering-policy-template/#:~:text=The%20policy%20provides%20guidance%20on,STR)%2C%20and%20record%20keeping.&amp;text=These%20resources%20are%20not%20intended,relied%20on%20as%2C%20legal%20ad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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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了解機構的捐贈者 

非政府機構應掌握捐款的來源，並採取合理且適當的步驟了解捐贈者的身份，特別是在捐款金額頗大或

者捐贈的背景或條件等因素有顯著的風險或疑點的情況下。 

非政府機構可借助一套能有效地為捐贈者的身份提供保證，及對照媒體上的公開資訊或相關名單核實捐

贈者身份的程序。同時，非政府機構亦應了解捐贈者所涉的具體業務，獲得其資金來源的保證。這並不

意味著非政府機構必須質疑每一筆捐贈，也不意味著機構必須了解每個捐贈者所涉的諸多個人信息。上

述流程仍應以風險為本的方式進行；即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越高的捐贈者，對其進行的盡職調

查亦應越深入。 

請查閱附錄 B《對不同類型捐贈的盡職調查指引》。非政府機構應遵循該等指引，並按照自身運作所涉

的風險（例如捐贈金額、捐贈類型及地域性風險）調整內容。在評估應執行的盡職調查類型後，非政府

機構應查閱附錄 D《對捐贈者、合作夥伴及受益人的盡職調查核對清單》，了解如何進行盡職調查。 

對於匿名捐贈，非政府機構應有適當的保障措施降低所接收的捐款源自非法來源的風險。附錄 B《對不

同類型捐贈的盡職調查指引》提出，非政府機構可接收小額匿名捐贈，但大額匿名捐贈可能需要董事或

高級管理層的批核。在決定是否接受大額匿名捐贈時，非政府機構應採取合理措施確認捐贈者的身份及

/或資金來源，並考量該筆捐贈觸發的危險信號（如有），從而決定需要進行何種程度的盡職調查。 

5.2.3 了解機構的受益人 

非政府機構通過例如資助、協調及舉辦慈善活動等方式為受益人提供援助。因此，非政府機構需採取合

理的措施，確保其提供的資金按照預設目標用於執行計劃，而非任何非法用途。 

非政府機構應按照以風險為本的方式對受益人進行盡職調查（請查閱附錄 D《對捐贈者、合作夥伴及受

益人的盡職調查核對清單》）。除了對捐贈的最終用途進行合理核查之外，如果非政府機構通過第三方

/合作機構對外提供財務資助，也應對該第三方/合作機構進行合理的盡職調查。 

如果非政府機構的活動是向公眾開放，且沒有特定的受益人，則無需查核參與者的身份。 

「了解機構的受益人」這項原則很可能直接影響一些僅為特定數量受益人提供服務或活動的非政府機構。

在為非政府機構的服務選擇使用者時，非政府機構應採用附錄 D《對捐贈者、合作夥伴及受益人的盡職

調查核對清單》及附錄 C《識別及偵測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的非窮列核對清單》所述的盡職調

查措施，以確保： 

• 非政府機構了解該等服務使用者的身份； 

• 受益人不會為非政府機構帶來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聲譽上或其他方面的風險；及 

• 當存在較高風險時，非政府機構有進行適當的核查，以確保提供援助是合適的。 

5.2.4 了解機構的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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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機構的合作夥伴」這項原則適用於所有與其他組織包括其他非政府機構有緊密聯繫、合作夥伴或

協作關係的非政府機構。對合作夥伴進行盡職調查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非政府機構的職責不僅在於確保

慈善資金是確實地傳遞至擬定的目的地、人群及用途，還包括考慮與潛在夥伴是否適合發展合作關係。 

非政府機構最少應對所有合作夥伴進行附錄 D《對捐贈者、合作夥伴及受益人的盡職調查核對清單》所

述的簡化盡職調查。如果合作夥伴也是一家慈善機構或非政府機構，調查應包括再次核查該組織的慈善

地位，例如在稅務局的網站上核查其根據《稅務條例》第 88 條獲得的免稅地位。如果該合作夥伴受其

所在司法管轄區對慈善機構/非政府機構的監管，非政府機構還應審查相關登記冊核查其慈善地位。 

風險越高或者工作越重大或合作關係越緊密，非政府機構需採取的盡職調查措施則越多。如果非政府機

構根據附錄 C《識別及偵測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的非窮列核對清單》發現存在較高的風險因素，

則應進行更深入的盡職調查。此外，非政府機構可能還需考慮對合作夥伴進行其他形式的財務盡職調查。

進行盡職調查亦可以讓非政府機構藉機了解合作夥伴的運作能力及實力，以及對項目的目標及範圍的理

解。 

5.2.5 盡職調查指引 

正如上文所述，盡職調查應按照捐贈者/受益人/和合作夥伴的風險進行。盡職調查分為三個等級：標準、

簡化及深入。盡職調查應在與捐贈者/受益人/合作夥伴訂立關係前或在確認後盡快進行。如前所述，非

政府機構應首先確定需進行何種盡職調查（參照附錄 B《對不同類型捐贈的盡職調查指引》），然後使

用附錄 D《對捐贈者、合作夥伴及受益人的盡職調查核對清單》進行該等盡職調查。   

非政府機構應定期審查已完成的盡職調查並更新結果。審查同樣可按照以風險為本的方式，根據風險等

級以不同的時間表進行，高風險等級的盡職調查接受審查的頻率應高於低風險等級（例如，每年一次）。

由於核對清單並非詳盡無遺，非政府機構應根據其實際運作的情況進行適當調整，確保核對清單反映其

組織的需求。 

5.3 降低風險的措施 

為了降低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非政府機構應對其籌款活動及運作採取適當的控制措施。由

於並無統一的控制方式，非政府機構應採用本指南第 5.1.1 節（以風險為本）所述以風險為本的方式，

並參考以下的實際措施：  

• 展開適當的盡職調查 

有關捐贈者、受益人及合作夥伴的個人或組織的盡職調查，請查閱本指南第 5.2 節（盡職調查）

及附錄 D《對捐贈者、合作夥伴及受益人的盡職調查核對清單》。 

• 妥善記錄交易情況 

國內及國際支付紀錄應包含充分及具體的信息（特別是大額捐款或支出，均應記錄捐贈者或受

益人的具體信息），表明資金已按預期接收、轉移及使用。由於國際交易一般較國內交易具有

https://www.ird.gov.hk/eng/pdf/s88list_em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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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非政府機構應實施能區分國際交易和國內交易的制度及控

制措施，以便非政府機構察覺涉及海外支付的任何可疑交易。 

• 報告 

非政府機構應制定向內部合規團隊/專員及向監管機構（即聯合財富情報組）匯報可疑交易的政

策及程序。有關內部匯報及外部舉報的更多資訊，請分別查閱本指南第 6.1 節（內部匯報）和

第 6.2 節（外部舉報）。 

• 培訓 

非政府機構還應確保自身的員工和義工均了解其機構可能被利用於各種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的方式，提高他們對任何可疑交易的警惕性。非政府機構的培訓應包括對任何可疑情況進行匯

報的具體程序。 

• 紀錄備存 

非政府機構應保存其決定進行風險評估的紀錄。除此之外，非政府機構還應保存收入及支出紀

錄和收據、發票及其他證明文件。有關紀錄備存的更多資訊，請查閱本指南第 6.4 節（紀錄備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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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告及紀錄備存 

6.1 內部匯報 

非政府機構應制訂內部匯報政策及程序，規定員工如果相信或懷疑有人參與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

活動，須向非政府機構的合規專員匯報。如果非政府機構還沒有合規專員，則應指定一名。請查閱

PILnet 發佈的非政府機構打擊洗錢政策範本17，參考有關非政府機構內部匯報義務的條款樣本。 

《反恐條例》第 12 條規定，任何人（包括非政府機構）知悉或懷疑任何財產是恐怖分子財產均須進行

報告。根據《反恐條例》第 2 條的規定，「恐怖分子財產」的定義為「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

的財產；擬用於資助或以其他方式協助作出恐怖主義行為的任何其他財產；或曾用於資助或以其他方式

協助作出恐怖主義行為的任何其他財產。」  

設立一個有效地識別可疑金融活動的系統可預防非政府機構被捲入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及洗錢的風險。非

政府機構應考慮採用聯合財富情報組在《如何識別可疑交易?》18中推薦的「SAFE」方法識別可疑交易。 

(S) 識別 「識別」可疑交易的指標 

(A) 提問 作出恰當的「提問」 

(F) 翻查 「翻查」客戶的已知紀錄，以判斷該宗可疑的交易是否已預期會發生 

(E) 評估 「評估」上述所有信息並判斷該宗交易是否可疑 

 

合規專員須負責對披露的任何信息進行評估，判定該等信息是否表明已發生洗錢或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

活動，或所披露的信息是否令人懷疑已發生該等活動。內部匯報的政策及程序必須授予合規專員權限閱

覽所有能協助評估的信息。 

6.2 外部舉報 

非政府機構的舉報程序須規定，如果合規專員判定披露的信息確實表明或者令人懷疑已發生洗錢/恐怖

分子資金籌集的活動，則應向聯合財富情報組遞交可疑交易報告，並備存可疑交易報告的書面紀錄。根

據《販毒條例》、《有組織罪行條例》及《反恐條例》的規定，未遞交可疑交易報告屬於刑事罪行，如

果知悉或懷疑已發生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活動而未進行披露，可處第 5 級罰款（50,000 港元）及

監禁三個月。員工若按照非政府機構所設立的內部程序，向適當的人士（通常為合規專員）披露了相關

情況即可滿足其舉報可疑情況的個人義務。 

                                                 
17 該範本僅有英文版。 
18 簡體中文版另載於：https://www.jfiu.gov.hk/sc/str.html  

https://www.pilnet.org/resource/anti-money-laundering-policy-template/#:~:text=The policy provides guidance on,STR), and record keeping.&text=These resources are not intended,relied on as, legal advice
https://www.jfiu.gov.hk/tc/str.html
https://www.jfiu.gov.hk/sc/st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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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通風報信及保密 

通風報信在香港法律下屬於犯罪。可疑交易報告中的當事方不得獲通知或以其他方式獲告知任何其相關

交易正受調查或內部審查。 

任何人如果知悉或懷疑可疑交易報告已遞交而仍向其他人士披露任何可能有損調查的事項即屬犯罪19。

需在此提醒非政府機構的員工，當非政府機構嘗試查詢某筆可疑交易時，可能也存在無意間為其他當事

方通風報信的風險。通風報信的最高刑罰為監禁三年及罰款 500,000 港元。請查閱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於 2023 年 5 月修訂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認可機構適用）》。 

此外，非政府機構應向員工及義工進行有關通風報信罪的培訓，指導其如何避免通風報信，並向其解釋

如何以適當及忠實的方式進行查詢，避免通風報信的犯罪行為。 

6.4 紀錄備存 

紀錄備存是偵測、調查及沒收罪犯或恐怖分子財產或資金的重要審計線索。非政府機構應備存所有必要

及充分，且與其運作的性質、規模及複雜程度相稱的盡職調查、交易及其他相關的信息/紀錄，以符合

本指南、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相關法例（請查閱附錄 A）及其他監管規定下對紀錄備存的要

求。 

非政府機構應確保： 

• 與捐贈者/受益人/合作夥伴有關並通過非政府機構調動的資金有清晰及完備的審計紀錄； 

• 所有盡職調查的內容及交易紀錄均有被記錄在案及/或備存；及 

• 有為員工提供充分的培訓，確保能遵從盡職調查及紀錄備存的相關要求。 

保留與盡職調查及交易有關的紀錄 

非政府機構應在其紀錄中保留以下文件： 

• 在識別及核實捐贈者/受益人/合作夥伴及/或看似是代表捐贈者行事的人士的身份時所取得的文

件原件或副本，及有關數據及資料的紀錄； 

• 在進行盡職調查（包括深入的盡職調查）及持續的監控程序期間取得的其他文件及紀錄； 

• 如適用，與交易的目的及預期性質相關的文件原件或副本，以及有關數據及資料的紀錄； 

• 與捐贈者/受益人/合夥人的帳戶有關的紀錄及文件以及相關通信的原件或副本；及 

• 所作出的任何分析結果（例如，為了確定複雜、金額異常龐大或模式異常，及缺乏明顯經濟或

合法目的的交易所涉的背景及目的而作出的查詢）。 

                                                 
19 《反恐條例》第 12(5)條，《販毒條例》和《有組織罪行條例》各自的第 25A(5)條。 

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information/guidelines-and-circular/guideline/Guideline_on_AML-CFT_(for_AIs)_chi_May%202023.pdf


 

 

 

 

 

 

 

 

18 

 

 

上述所有文件及紀錄應在與捐贈者/受益人/合作夥伴保持上述關係的期間，並在自有關的業務關係終止

的日期起計的至少 5年期間內備存20。同樣地，就總值相等於或超過盡職審查門檻（即電傳轉帳為 8,000

港元及其他類別交易為 120,000 港元）的非經常交易而言，非政府機構應在進行非經常交易之日後備存

所有文件及紀錄至少五年。 

上述所有文件及紀錄應在自有關交易完成的日期起計的至少 5 年期間內備存，不論有關的業務關係是否

在該段期間內終止21。 

如果有關紀錄包含文件，應備存該文件的原件或副本。 

員工培訓 

非政府機構有責任為其員工提供充分與執行盡職調查及紀錄備存要求相關的培訓。培訓內容及頻率應就

非政府機構面對的特定風險而設定，並應根據員工的職能、職責及經驗制定。新員工獲聘用或委任後，

應盡快接受初步培訓。除初步培訓外，非政府機構也應定期舉辦複修培訓，確保員工緊記其責任，並掌

握有關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最新動向。 

非政府機構應實施清晰明確的政策，確保有需要的員工在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獲得充分的

培訓。 

非政府機構應提醒員工注意： 

• 未能遵守盡職調查及紀錄備存要求可能引致的後果，以及非政府機構和員工本身的法定責任； 

• 未能舉報可疑交易可能引致的後果，以及非政府機構和員工本身的法定責任； 

• 非政府機構在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方面的政策及程序，包括識別及舉報可疑交易的政策

及程序。 

非政府機構應監控並備存紀錄，列明已接受培訓的員工、其接受培訓的時間，以及所提供的培訓類別。 

                                                 
20 《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關於就客戶作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規定）第 20(3)條。 
21 《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關於就客戶作盡職審查及備存紀錄的規定）第 20(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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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事管理及問責 

7.1 人事管理 

有效的人事管理有助非政府機構運用資源、確保所聘用的員工具備必要的專業資格和從業經驗、提升員

工的工作表現及士氣，並降低濫權的機會。 

廉署發佈了一份名為《防貪錦囊：人事管理》22的簡明指引，就員工招聘、監督及晉升、工作表現評核

及處理職員投訴等人事管理事宜提供了建議的防貪措施。在此強烈建議非政府機構查閱及實施該等建議

措施，並採納任何適用於自身業務的表格及範本。 

7.2 職責分工 

職責分工是每個組織中都不可缺少的一項內部監控措施，旨在降低舞弊及出錯的風險。任何僱員或團隊

均不應在同一個組織內同時負責有角色衝突的職務。但是對於非政府機構而言，做到職責分工可能並非

易事，因為同一個人可能在非政府機構不同的職能部門中兼任多項職務。請查閱社聯與安永聯合發佈的

《小型非政府機構內部監控指南》。 

考慮到非政府機構面臨的挑戰，附錄 E《職責分工核對清單》可協助非政府機構評估涉及職責分工的內

部監控程序是否有效及其實行情況。如果非政府機構無法遵從附錄 E 所建議的任何流程或程序，則應審

查其現有的內部監控程序，並決定是否需要採取任何跟進的行動。 

7.3 監督責任 

非政府機構的董事會需對所有持份者（包括員工）保持公開、透明、積極回應及負責的態度，並考慮採

取以下措施以履行其監督的責任： 

• 確定誰是主要員工，並制定促進有效溝通的程序。 

• 根據上述職責分工的指引，明確界定主要員工的職責及責任範圍。 

• 要求員工在籌辦籌款活動，特別是更易產生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的大型活動時，妥善履

行其檢查及審查的監督職責（詳見本指南第 3 章（非政府機構涉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

險））。 

• 要求員工匯報包括統計分析、可交付成果及任何值得關注的地方等主要事項，以便進行監控。

有關內部匯報的具體指引，請查閱上文第 6 章（報告及紀錄備存）。 

                                                 
22 簡體中文版另載於：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16/d6b8f78f-8674-4a63-9642-3540623ffa5f.pdf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16/a7436ee6-5ba8-4a19-a05c-54f4f246ed90.pdf
https://governance.hkcss.org.hk/sites/default/files/internalcontroltoolkit_zh.pdf
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16/d6b8f78f-8674-4a63-9642-3540623ffa5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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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反饋渠道 

一個濃厚的反饋文化可促進員工的參與度，提升組織的員工士氣。即使是一個規模較小、資源有限的非

政府機構，建立一套供員工之間提出及接收反饋的簡單程序，對於非政府機構的人事管理及運作仍是至

關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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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 與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相關的法例清單23 

相關法例的簡稱： 

(1)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打擊洗錢條例》」）（第 615 章） 

(2) 《2022 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 修訂 ) 條例》（「《打擊洗錢修訂條例》」） 

(3) 《販毒（追討得益）條例》（「《販毒條例》」）（第 405 章） 

(4)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有組織罪行條例》」）（第 455 章） 

(5) 《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反恐條例》」）（第 575 章） 

(6) 《聯合國制裁條例》（第 537 章） 

(7) 《大規模毀滅武器（提供服務的管制）條例》（「《武器條例》」）（第 526 章） 

(8)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國安法》」）及其實施細

則 

編

號 
條例/條款 具體內容 

《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 

1.  《打擊洗錢

條例》附表

1 第 1 部第

1 條24 

「洗錢」一詞在《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1 第 1 部第 1 條中的定義是指出於達致

下述效果的意圖的行為：使—— 

(a) 屬干犯香港法律所訂可公訴罪行或作出假使在香港發生即屬犯香港法律所

訂可公訴罪行的作為而獲取的收益的任何財產，看似並非該等收益；或 

(b) 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間接代表該等收益的任何財產，看似不如此代表該等

收益。 

2.  《打擊洗錢

條例》附表

1 第 1 部第

1 條25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一詞在《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1 第 1 部第 1 條中的定義

是指： 

(a) 在下述情況以任何方法直接或間接地提供或籌集財產 —— 

                                                 
23 請查閱金管局發佈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認可機構適用）》（2023年 5月修訂）及公司註冊處發佈的《持牌

放債人遵從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 資金籌集規定的指引》(2023 年 6 月修訂)。其中有關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條款已節錄

並載入本附錄 A。 

24「洗錢」一詞仍按照《打擊洗錢修訂條例》的定義保持不變。 
25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一詞仍按照《打擊洗錢修訂條例》的定義保持不變。 

https://www.hkma.gov.hk/media/gb_chi/doc/key-information/guidelines-and-circular/guideline/g33.pdf
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information/guidelines-and-circular/guideline/Guideline_on_AML-CFT_(for_AIs)_chi_May%202023.pdf
https://www.cr.gov.hk/tc/publications/docs/AntiMoneyGuide_c.pdf
https://www.cr.gov.hk/tc/publications/docs/AntiMoneyGuide_c.pdf
https://www.cr.gov.hk/tc/publications/docs/AntiMoneyGuide_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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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條例/條款 具體內容 

(i) 懷有將該財產的全部或部分用於作出一項或多於一項恐怖主義行為的

意圖（不論該財產實際上有否被如此使用）；或 

(ii) 知道該財產的全部或部分將用於作出一項或多於一項恐怖主義行為

（不論該財產實際上有否被如此使用）； 

(b) 在知道某人是或罔顧某人是否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的情況下，

以任何方法向該人直接或間接提供任何財產或金融（或有關的）服務，或

為該人的利益而以任何方法直接或間接提供任何財產或金融（或有關的）

服務；或 

(c) 在知道某人是或罔顧某人是否恐怖分子或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的情況下，

為該人的利益而以任何方法直接或間接籌集財產，或為該人的利益而以任

何方法直接或間接尋求金融（或有關的）服務。 

《2022 年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 修訂 ) 條例》 

3.  《打擊洗錢

修訂條例》

下的主要修

訂 

《打擊洗錢修訂條例》引入了兩項新制度： 

(a) 虛擬資產服務提供者的持牌制度；以及 

(b) 貴金屬及寶石交易商的兩級註冊制度。 

該條例還作出了以下的主要修訂： 

(c) 修訂了「政治人物」的定義； 

(d) 加入了「前政治人物」的定義； 

(e) 修訂了就信託而言的「實益擁有人」的定義，以涵蓋：(1) 有權享有信託財

產的既得權益的受益人或某類別受益人；(2) 信託的財產授予人；(3) 信託

的受託人；(4) 信託的保護人或執行人；及 (5) 對信託擁有最終的控制權的

個人。 

《販毒（追討得益）條例》 



 

 

 

 

 

 

 

 

23 

 

 

編

號 
條例/條款 具體內容 

4.  《販毒條

例》第 25

條 

根據《販毒條例》及《有組織罪行條例》的規定，如果有人士知道或有合理理

由相信任何財產代表任何人士的販毒得益或從可公訴罪行的得益而仍處理該財

產，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監禁十四年及罰款 5,000,000 港元。 

5.  《販毒條

例》第 25A

條 

《販毒條例》、《有組織罪行條例》及《反恐條例》還規定，如果任何人士知

道或懷疑任何財產直接或間接代表任何人士的販毒得益，可從公訴罪行的得

益，或曾在與販毒或可公訴罪行有關的情況下使用的，或擬在與販毒或可公訴

罪行有關的情況下使用的，或是恐怖分子的財產，而未在合理範圍內盡快披露

該等信息，即屬犯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監禁三個月及罰款 50,000 港元。 

6.  《販毒條

例》第 25A

條 

根據《販毒條例》、《有組織罪行條例》及《反恐條例》的規定，「通風報

信」也屬於犯罪。任何人士如果知悉或懷疑某事件已被披露，但仍向其他人披

露任何可能有損調查（或為跟進首述披露而進行的調查）的事項，即屬犯罪。

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監禁三年及罰款。 

《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 

7.  《有組織罪

行條例》第

25 條 

請查閱上文第 4 項。 

8.  《有組織罪

行條例》第

25A 條 

請查閱上文第 5 及 6 項。 

《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 

9.  《反恐條

例》第 6、

7、8、

8A、13 及

14 條 

根據《反恐條例》的規定，向恐怖分子及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提供或為其籌集

財產，以及向恐怖分子及與恐怖分子有聯繫者提供任何財產或金融（或有關

的）服務，屬於犯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處監禁十四年及罰款。《反恐條例》

還允許凍結恐怖分子財產，並隨後予以沒收。 

10.  《反恐條

例》第 11L

條 

《反恐條例》第 11L 條的規定禁止任何人士在其懷有意圖或知道某些財產的全

部或部分將用於資助任何人士為作出、籌劃、籌備或參與恐怖主義行的目的而

出入各國或用於提供或接受恐怖分子培訓的情況下，提供或籌集財產（不論該

等財產實際上有否被如此使用）。違反者最高可處監禁七年及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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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反恐條

例》第 12

及 14 條 

請查閱上文第 5 及 6 項。 

《聯合國制裁條例》 

12.  《聯合國制

裁條例》第

3 條 

行政長官根據《聯合國制裁條例》（第 537 章）訂立規例實施制裁，包括對聯

合國安全理事會（「安理會」）指定的某些個人和實體實施針對性的財政制

裁。 

行政長官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可在憲報或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網站上

（https://www.cedb.gov.hk/sc/policies/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

sanctions.html）刊登通知，指明某些個人或實體被安理會或其制裁委員會施加

財政制裁而列為「有關人士」或「有關實體」。任何人士向有關人士或有關實

體提供任何資金或其他金融資產或經濟資源，或為其利益而提供任何資金或其

他金融資產或經濟資源；或處理屬於該等人士或實體的、由其擁有或控制的任

何資金、其他金融資產或經濟資源，均屬犯罪，但根據行政長官批准的特許授

權的除外。為取得該特許授權，申請人應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遞交書面申請。

違反者最高可處監禁七年及罰款。  

《大規模毀滅武器（提供服務的管制）條例》 

13.  《 武 器 條

例》第 4 條 

《武器條例》管制提供將會或可能協助發展、生產、取得或貯存可造成大規模

毀滅的武器或將會或可能協助該等武器的投射工具的服務。《武器條例》第 4

條的規定禁止任何人士提供其基於合理理由相信或懷疑可能與大規模毀滅武器

的資金籌集或其擴散有關的任何服務。提供服務的定義很寬泛，包括借出款項

或以其他方式提供財政資助。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及其實施細則 

14.  《香港國安

法》第六條 

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義

務。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任何機構、組織和個人都應當遵守《香港國安法》和香港

特別行政區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其他法律，不得從事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和活動。 

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在參選或者就任公職時應當依法簽署文件確認或者宣誓擁

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 

https://www.cedb.gov.hk/sc/policies/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sanctions.html
https://www.cedb.gov.hk/sc/policies/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sanc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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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香港國安

法》第二十

六條 

為恐怖活動組織、恐怖活動人員、恐怖活動實施提供培訓、武器、信息、資

金、物資、勞務、運輸、技術或者場所等支持、協助、便利，或者製造、非法

管有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以及以其他形式準備實施

恐怖活動的，即屬犯罪。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

金或者沒收財產；其他情形，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

金。 

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16.  《香港國安

法》第二十

九條 

為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涉及國家安全

的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的；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與外國或

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串謀實施，或者直接或者間接接受外國或者境外機

構、組織、人員的指使、控制、資助或者其他形式的支援實施以下行為之一

的，均屬犯罪： 

(1)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動戰爭，或者以武力或者武力相威脅，對中華人民共

和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造成嚴重危害； 

(2)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和執行法律、政策進行嚴重

阻撓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3)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進行操控、破壞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4)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

行動；或 

(5) 通過各種非法方式引發香港居民對中央人民政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的憎恨並可能造成嚴重後果。 

犯前款罪，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 

本條第一款規定涉及的境外機構、組織、人員，按共同犯罪定罪處刑。 

17.  《香港國安

法第四十三

條 實 施 細

則》附表 3

第 5 條 

對某財產是罪行相關財產等的知悉或懷疑的披露 

(1) 凡任何人知悉或懷疑任何財產是罪行相關財產，該人須  ——  

(a) 將該項知悉或懷疑所根據的資料或其他事宜；及 

(b) 在該人獲悉該等資料或其他事宜後，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

快， 

向警務人員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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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 對不同類型捐贈的盡職調查指引 

 

下列是非政府機構在衡量進行該盡職調查時可考量的因素： 

1. 小額及定期捐贈 - 無需開展盡職調查 

• 有些捐贈者會以支票、銀行轉帳或現金的方式，通過捐款箱或在諸如賣旗及慈善跑的公開現金籌

款活動中，作出一次性金額相對較少的捐贈。在該等情況下，非政府機構無須了解每位捐贈者的

身份或採取任何行動查明其身份，該等要求既不合理，也沒有必要。 

• 有些個人及組織會通過設置直接付款，定期向非政府機構捐款。非政府機構在收取該等款項的過

程中應已取得該等捐贈者的姓名或名稱、位址、具體信息及其銀行帳戶信息。因此，非政府機構

在該等情況下採取進一步行動的需要不大。 

• 非政府機構也可接受小額的匿名捐贈，儘管捐贈者的身份或資金來源不詳26。 

2. 來自低風險實體的捐贈 – 簡化的盡職調查 

• 簡化的盡職調查可豁免對實益擁有人27或高級管理人員進行盡職調查，可用於風險較低，或者已

受相關監管機構監控的實體。請查閱附錄 D《對捐贈者、合作夥伴及受益人的盡職調查核對清

單》所載有關簡化盡職調查的流程。 

• 在未出現任何其他高風險指標的情況下，對以下實體可考慮使用簡化的盡職調查： 

− 《打擊洗錢條例》下所定義的金融機構28； 

− 任何符合以下情況的機構： 

▪ 在非高風險司法管轄區裡註冊或設立29； 

▪ 已採取措施確保遵守類似《打擊洗錢條例》附表 2 下施加的要求；及 

▪ 受當地司法管轄區中具備相類似監督職能的監管機構監督遵守該等要求； 

− 政府或任何香港的公共機構； 

− 非高風險司法管轄區的政府或在非高風險司法管轄區中具備與公共機構相類似職能的機構； 

                                                 
26 另請查閱本指南第 5.2.2 節（了解機構的捐贈者）。 
27 就信託而言的「實益擁有人」經修訂的定義,請查閱本指南附錄 A 第 3 項。 
28根據《打擊洗錢條例》的規定，「金融機構」包括：(1)（《銀行業條例》所界定的）認可機構；(2)（證監會批給牌照的）持牌

法團；及(3) 獲授權保險人。   

29請查閱 FATF 發佈的「受加強監控的國家或地區-2023 年 6 月 23 日」（僅有英文版）及「呼籲對其採取行動的高風險國家或地

區-2023 年 6 月」（僅有英文版），了解識別為缺少適當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法律法規的司法管轄區，並請登陸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的工商及旅遊科網站，了解受到財政制裁的個人、實體及國家的名單，以便識別高風險的司法管轄區。 

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fatf-gafi/en/publications/Fatfgeneral/Increased-monitoring-june-2023.html
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fatf-gafi/en/publications/Fatfgeneral/Call-for-action-June-2023.html
https://www.fatf-gafi.org/content/fatf-gafi/en/publications/Fatfgeneral/Call-for-action-June-2023.html
https://www.cedb.gov.hk/tc/policies/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sanctions.html
https://www.cedb.gov.hk/tc/policies/united-nations-security-council-sanc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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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高風險司法管轄區的法律所定義為受政府監管的慈善機構30；及 

− 公司架構清晰、財務報告經審計並在香港或其他同等級別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完善穩健公

司。 

（注意：這須以風險為本的方式進行，而採用簡化盡職調查的決策過程應妥善地被記錄。） 

3. 大額捐贈及企業捐贈 – 標準的盡職調查 

• 有些捐贈者會向有密切工作關係的非政府機構提供大額的捐贈。為評估其風險而展開進一步的盡

職調查並採取行動核實捐贈者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 

• 如果大額捐贈者是一個組織，非政府機構應了解該等捐贈者的業務，並確保非政府機構與該等捐

贈者進行往來或建立聯繫是合適的。非政府機構應進行標準的盡職調查（請查閱附錄 D《對捐贈

者、合作夥伴及受益人的盡職調查核對清單》），從而了解捐贈者資產的來源、查明其最終實益

擁有人，並在公司註冊處及媒體上的公開資訊進行檢索、篩查。 

• 如果個人捐贈者是前政治人物或與前政治人物關係密切（「前政治人物」的涵義請查閱附錄 C 第

4項），該捐贈者可視為具有相對較低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在一般情況下對其進行標

準的盡職調查已經足夠。 

• 如果個人捐贈者在香港從事貴金屬及寶石交易的業務，且其業務的現金或非現金交易額達至

120,000 港元或以上，非政府機構應核查並確保該名人士已獲海關關長批予註冊。 

• 此外，在此需提醒非政府機構應衡量在檢索公開資訊時所獲信息的可靠性。例如，該等信息是否

經證實、已發佈了多久？ 

• 對於個人捐贈者也應進行標準的盡職調查，其流程類似於針對企業的盡職調查，但調查重點是捐

贈者的真實身份。 

• 對從事虛擬資產交易業務的個人捐贈者也應進行標準的盡職調查。非政府機構應核查並確保該名

人士已獲證監會批予牌照。 

• 非政府機構應根據自身情況，設定須採用標準盡職調查的捐贈金額。 

4. 高風險因素/情況 – 深入的盡職調查 

• 當非政府機構識別到較高的風險因素時，應進行深入的盡職調查以評估其風險。請查閱附錄 C

《識別及偵測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的非窮列核對清單》所載有關較高風險的指標。 

• 如果識別到任何較高的風險因素，應上報給合規專員或其他相關管理人員或管理層進行進一步的

評估。請查閱附錄 D《對捐贈者、合作夥伴及受益人的盡職調查核對清單》所載有關深入盡職調

查的流程。 

                                                 
30 請查閱上文腳註 29，了解如何識別高風險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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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個人捐贈者是政治人物或與政治人物關係密切（「政治人物」的涵義請查閱附錄 C 第 4

項），該捐贈者可視為具有較高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一般需要對其進行深入的盡職

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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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 識別及偵測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的非窮列核對

清單 

 

以下非窮列清單羅列了非政府機構可能面臨的具有較高的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風險的情形31： 

情形 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 

1. 捐贈 • 超過一定金額的捐贈32。 

• 無法識別或核查來源的非恆常性或大額的一次性捐贈，或一系列金額較小

的捐贈或無息貸款。 

• 來自已知捐贈者，但通過不明的第三方或非常用的付款方式進行的捐贈

（例如，為回避申報要求而進行大量小額的轉帳）。 

2. 附帶條件的捐

贈 

• 捐贈的附帶條件令非政府機構僅成為從某個人或組織轉移資金到另一個人

或組織的工具，而沒有擔任其他任何的角色。 

• 捐贈的附帶條件要求非政府機構在一定期限內保管捐款，該筆款項在保管

期間產生的利息可能作為誘因而給予非政府機構，但非政府機構仍需在該

保管期限結束時歸還本金。 

• 使用外幣的捐贈附加了特殊的用款條件，包括要求非政府機構以另一種貨

幣向捐贈者原額歸還捐贈。 

• 捐贈的附帶條件要求特定的個人或組織參與非政府機構的工作，而非政府

機構對該個人或組織存有疑慮。 

• 捐贈的附帶條件要求以某特定個人作為直接或間接的受益人。 

• 捐贈的附帶條件要求非政府機構充當渠道，轉移一筆捐贈至另一個不論是

否為非政府機構的實體。 

• 捐贈的附帶條件要求非政府機構以優惠的條件向捐贈者或捐贈者指定的人

士提供服務或福利。 

• 捐贈的附帶條件要求非政府機構參與捐贈者指定的工作及/或提供僅予捐

贈者的服務或產品，特別是當該等工作並非非政府機構所關注的領域。 

                                                 
31 另請查閱 PILnet 發佈的非政府組織打擊洗錢政策範本（僅有英文版）的附錄 A。 
32 非政府機構應採用本指南第 5.1.1 節（以風險為本）所述以風險為本的方式，並根據其規模、風險要求、運作規模等因素評定

一個合適的門檻。非政府機構還可查閱 PILnet 發佈的非政府機構打擊洗錢政策範本（僅有英文版）。 

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s%3A%2F%2Fwww.pilnet.org%2Fwp-content%2Fuploads%2F2021%2F12%2FPILnet_AMLpolicy_Nov2021.docx&wdOrigin=BROWSELINK
https://view.officeapps.live.com/op/view.aspx?src=https%3A%2F%2Fwww.pilnet.org%2Fwp-content%2Fuploads%2F2021%2F12%2FPILnet_AMLpolicy_Nov2021.docx&wdOrigin=BROWSE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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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 

3. 可疑或缺失細

節的捐贈 

• 不同受益人但卻具有相同的特徵及地址，或有多個相同或類似的姓名/名

稱及簽名。 

• 受益人的身份證明文件有可疑或為偽造。 

• 有證據顯示推薦或指定受益人的第三方有索取款項。 

• 項目計劃書含糊不清或缺乏完整的財務或技術細節。 

• 項目的安排或性質令合作夥伴的身份以及具體信息難以被查核。 

• 難以通過合作夥伴的主要辦公地點或電話號碼聯繫到合作夥伴，或者合作

夥伴始終堅持單向地聯絡非政府機構而不接受非政府機構主動的聯絡。 

• 項目涉及異常的付款機制，要求使用現金或付款至非合作夥伴名下的帳戶

或既非合作夥伴所在國，也非項目實施所在國開立的帳戶。 

• 捐贈者/受益人/合作夥伴要求非必要或異常級別的隱私及保密。 

4. 其他高風險指

標 

• 與高風險國家存在任何交集，包括捐贈者/受益人/合作夥伴的所在地或居

住地、捐贈的來源，或慈善資金的使用地位於高風險國家33。 

• 財富來源模糊，且/或與捐贈者的背景或資訊不相稱。 

• 捐贈者或其近親（即家庭成員）的財富來源為洗錢風險較高的行業（例如

金錢服務提供者、博彩、加密貨幣等）。 

• 捐贈者或合作夥伴是政治人物34，或與政治人物關係密切；該風險尤其會

因該政治人物擔任的職位與高腐敗風險的國家有關連而再提升35。但考慮

到《打擊洗錢修訂條例》下新增的「前政治人物」36定義，若捐贈者或合

作夥伴是前政治人物或與前政治人物關係密切，其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

集的風險將較政治人物低，在一般情況下對其進行標準的盡職調查（見附

錄 B 第 3 項）已經足夠。 

• 捐贈者、合夥人或受益人是制裁名單上的個人或實體，或與制裁名單上的

個人或實體關係密切。 

                                                 
33 請查閱上文腳註 29了解如何識別高風險國家。 

34《打擊洗錢修訂條例》附表 2 第 1 部第 1(1) 條下「政治人物」的定義較為複雜。簡而言之，一般是指在香港以外地方擔任或曾

擔任重要公職的個人，並包括國家元首、政府首長、高級政府、司法或軍事官員及重要政黨幹事。 

35 請查閱上文腳註 29 了解如何識別高風險國家。 
36 「前政治人物」的定義也載於《打擊洗錢修訂條例》附表 2 第 1部第 1(1) 條。簡而言之，一般是指曾在香港以外地方擔任重要

公職，但目前沒有如此擔任重要公職的個人，因而該名個人不再是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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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風險 

• 捐贈者、合作夥伴或受益人牽涉於任何重大不利消息：請查閱附錄 D 了解

在公開資訊中檢索不利消息的建議使用檢索詞。 

• 捐贈者、合作夥伴或受益人與《香港國安法》所規限的活動有關連。 

• 捐贈者、合作夥伴或受益人與本地或海外的任何政治團體有關連。 

• 捐贈者或合作夥伴的所有權架構異常複雜，或其最終實益所有人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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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 對捐贈者、合作夥伴及受益人的盡職調查核對清單37 

 

 識別 核實 

A. 標準的盡職調查 

1. 識別及核實 

個人 

i) 香港居民 

ii) 非香港居民 

i) 全名； 

ii) 出生日期； 

iii) 身份證明文件號碼/旅行證件

號碼；及 

iv) 住址。 

公認機構在過去三個月內以信函方

式出具的位址證明（例如，水電費

帳單、銀行結單、政府或金融機構

發送的信函）；及 

香港身份證；或 

i) 有效的護照/旅行證件； 

ii) 地區政府或國家簽發並載有相

關自然人照片的身份證；或 

iii) 地區政府或國家簽發並載有相

關自然人照片的有效駕駛執

照。 

公司及機構 

i) 在香港註冊的公司 

ii) 海外公司 

i) 註冊名稱及商號的全稱； 

ii) 註冊、設立或登記的地點及日

期； 

iii) 獨特的識別號碼； 

iv) 註冊地址； 

v) 在香港的辦公地址； 

vi) 企業性質/類型； 

在香港公司註冊處進行的檢索。 

具有可靠及獨立來源的文件（例

如，職權證明書） 

• 對相關個人（例如，實益擁有

人及高級管理人員）應根據上

述適用於「個人」的程序進行

核實。 

• 對金融機構、政府機構、慈善

機構及完善穩健的上市公司，

可於經評估後可展開簡化的盡

                                                 
37本盡職調查指引基於金管局於 2023 年 5 月最後修訂的《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指引（認可機構適用）》及香港銀行公會

於 2022年 10 月 5 日最後更新的《有關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常見問題》（僅有英文版）擬定。 

https://www.hkma.gov.hk/media/gb_chi/doc/key-information/guidelines-and-circular/guideline/g33.pdf
https://www.hkma.gov.hk/media/gb_chi/doc/key-information/guidelines-and-circular/guideline/g33.pdf
https://www.hkma.gov.hk/media/eng/doc/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aml-cft/AML_FAQ_20220630.pdf
https://www.hkma.gov.hk/media/eng/doc/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aml-cft/AML_FAQ_202206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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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別 核實 

vii) 最終實益擁有人38及其中間股

東的全名（如果組織架構複

雜，需有所有權架構圖）；及 

viii) 如果實益擁有人並非自然人，

非政府機構應識別出至少 2 位

高級管理人員，例如首席執行

官、常務或執行董事、總裁，

或對該等實體的運作掌握重大

權力的自然人。 

職調查，無需對其實益擁有人

或高級管理人員進行盡職調

查。 

iii) 慈善機構 i) 基本遵循上述公司及機構所適

用的流程；及 

ii) 覆核其身份，例如作為一間慈

善機構所擁有的獨特識別號

碼。 

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獲得香港

免稅地位的慈善機構名單。 

• 如果合作夥伴所在的司法管轄

區有針對慈善機構/非政府機構

進行監管，則非政府機構應審

閱相關登記冊核查合作夥伴的

身份。 

2. 姓名或名稱/國家篩查 

姓名或名稱篩查 - 政府發佈的

名單 

i)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發佈的名單；及 

ii) （建議篩查項）中華人民共和國39及其他主要國家或地區（例如，美

國40、歐盟41及英國42）發佈的名單。 

• 凡與上文第 i)及 ii)項所述名單確實匹配的任何姓名或名稱，均應上報

至合規專員或其他相關管理人員或管理層。 

• 如果非政府機構決定繼續與名單上的個人/實體維持關係或進行活

動，則應展開深入的盡職調查，進行適當的評估及紀錄。任何與第 i)

項所述的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發佈的名單匹配或潛在匹配的檢索結

                                                 
38 香港銀行公會於 2022年 10月 5日最後更新的《有關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常見問題》（僅有英文版）。  

39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於被實施限制性措施的實體/個人未發佈累計名單或搜索平臺。外交部及其發言人不時以公告及/或表態

的 方 式 公 佈 對 某 些 實 體 / 個 人 採 取 的 措 施 。 請 查 閱 外 交 部 官 方 網 站 的 「 發 言 人 表 態 」 專 欄 ：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該專欄按時間順序羅列了例行記者會及發言人表態的中文文本。作為快速參考的

切入點，非政府機構可考慮在維琪百科的文章條目「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制裁」中搜索可能涉及的的姓名/名稱。 
40 該名單僅有英文版。 
41 該名單僅有英文版。 
42 該名單僅有英文版。 

https://www.cr.gov.hk/sc/amlctf/lists.htm
https://www.cr.gov.hk/sc/amlctf/lists.htm
https://sanctionssearch.ofac.treas.gov/
https://sanctionssearch.ofac.treas.gov/
https://www.sanctionsmap.eu/#/main?checked=1,2,4,7,9,46,10,47,20,11,14,15,16,50,18,17,19,51,21,22,23,43,42,25,28,8,48,26,27,29,30,31,32,34,5,6,33,49,52,37,36,35,38,44,39,4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he-uk-sanctions-list
https://www.hkma.gov.hk/media/eng/doc/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aml-cft/AML_FAQ_20220630.pdf
https://www.hkma.gov.hk/media/eng/doc/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aml-cft/AML_FAQ_20220630.pdf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7%9A%84%E5%88%B6%E8%A3%81#%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6%89%A7%E8%A1%8C%E7%9A%84%E8%81%94%E5%90%88%E5%9B%BD%E5%AE%89%E7%90%86%E4%BC%9A%E5%88%B6%E8%A3%81%E5%86%B3%E8%AE%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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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別 核實 

果，均應向聯合財富情報組遞交可疑交易報告。請查閱本指南第 6章

（報告及紀錄備存）所載有關遞交可疑交易報告的具體信息。 

• 篩查應包括實益擁有人及中間股東等有關連的人士。若個人捐贈者

的財富來源為家庭或繼承的資產，應對其家庭成員（即父母、祖父

母）進行姓名篩查。 

姓名或名稱篩查 - 不利消息/公

開信息 

在媒體上的公開資訊中進行檢索時所用檢索詞的示例： 

i) 「（個人的姓名）」及「賄賂」或「行賄」或「腐敗」或「疏通

費」或「潤滑金」或「交換條件」或「腐化」或「回扣」或「酬

金」或「引誘」或「法院案件」或「洗錢」或「黑錢」或「制裁」

或「犯罪」、「罪行」或「刑事」或「逮捕」或「毒品」或「恐怖分

子」或「欺詐」或「貪污」或「指控」或「政治人物」或「政治」

或「公職人員」； 

ii) 「（實體的名稱）」及「賄賂」或「行賄」或「腐敗」或「疏通

費」或「潤滑金」或「交換條件」或「腐化」或「回扣」或「酬

金」或「誘因」或「法院案件」或「洗錢」或「黑錢」或「制裁」

或「犯罪」、「罪行」或「刑事」或「逮捕」或「毒品」或「恐怖分

子」或「欺詐」或「貪污」或「指控」。 

• 凡檢索出重大不利的消息，均應上報至合規專員或其他相關管理人

員或管理層。如果非政府機構決定繼續與不利消息中的個人/實體維

持關係或進行活動，應展開深入的盡職調查，並進行適當的評估及

紀錄。 

• 上述檢索詞僅作參考；非政府機構應自行編制針對相關個人或實體

所用的檢索詞。 

姓名或名稱篩查 - 政治人物 在媒體上的公開資訊中使用關鍵字「政治人物」、「政治」或「公職人

員」進行檢索，或包含該等關鍵字在上文所述有關不利消息的檢索詞中

進行檢索。 

• 凡檢索出政治人物，均應上報至合規專員或其他相關管理人員或管

理層。如果非政府機構決定繼續與確屬政治人物的個人/實體維持關

係或進行活動，應展開深入的盡職調查，並進行適當的評估及紀

錄。 

國家篩查 香港法律要求進行的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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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別 核實 

i) 請查閱「聯合國制裁規例刊憲及實施」所載的、通過《聯合國制裁

條例》下的香港規例予以實施的、有關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實施的制

裁及禁運限制。違反該等規例可構成刑事罪行。 

建議篩查項–核查以下各項： 

i) 中華人民共和國：請查閱中國人民銀行反洗錢局官方網站所載的

「風險提示與金融制裁」部分；其他主要國家或地區，例如，美

國：請查閱財政部的「制裁計劃及受制裁國家信息」43；歐盟：請查

閱「歐盟制裁地圖」44以方便地取得有關歐盟所有現行限制性措施的

信息；英國：請查閱英國財政制裁執行辦公室發佈的按政權分類的

財政制裁物件45； 

ii) FATF 發佈的「高風險及其他受監控的國家或地區」46名單； 

iii) 巴塞爾治理研究所發佈的「巴塞爾打擊洗錢指數」47；及 

iv) 透明國際發佈的「2022 腐敗觀感指數」48。 

如果非政府機構正在參與涉及受制裁國家及地區的人道主義項目，建議

其核查相關制裁規定中是否存在適用於該等人道主義項目的一般許可或

排除條款，以便推動其與金融機構之間的任何相關交易。 

3. 其他 

其他信息 非政府機構應了解及識別實體的商業性質、個人的財富來源或任何捐贈

的特定用途。該等信息有助於非政府機構從聲譽的角度判定是否合適與

該業務/行業領域相互關連。 

B. 簡化的盡職調查 

要求 簡化的盡職調查與標準的盡職調查在流程上基本相同，但無需對實體的

實益擁有人或高級管理人員展開盡職調查（包括識別及核實的程序）。 

C. 深入的盡職調查 

                                                 
43 該頁面僅有英文版。 
44 該頁面僅有英文版。 
45 該頁面僅有英文版。 
46 該名單僅有英文版。 
47 該頁面僅有英文版。 
48 該頁面僅有英文版。 

https://www.tcsp.cr.gov.hk/tcspls/portal/aml-uns?lang=zh_CN
http://www.pbc.gov.cn/fanxiqianju/135153/135267/index.html
https://home.treasury.gov/policy-issues/financial-sanctions/sanctions-programs-and-country-information
https://www.sanctionsmap.eu/#/main?checked=1,2,4,7,9,46,10,47,20,11,14,15,16,50,18,17,19,51,21,22,23,43,42,25,28,8,48,26,27,29,30,31,32,34,5,6,33,49,52,37,36,35,38,44,39,4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financial-sanctions-regime-specific-consolidated-lists-and-release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financial-sanctions-regime-specific-consolidated-lists-and-releases
https://www.fatf-gafi.org/en/topics/high-risk-and-other-monitored-jurisdictions.html
https://index.baselgovernance.org/ranking
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cpi/2021?gclid=EAIaIQobChMImJa7mtGd-AIVjv93Ch0HYwXhEAAYASAAEgIf0vD_BwE
https://www.transparency.org/en/cpi/2021?gclid=EAIaIQobChMImJa7mtGd-AIVjv93Ch0HYwXhEAAYASAAEgIf0vD_BwE


 

 

 

 

 

 

 

 

36 

 

 

 識別 核實 

要求 在以風險為本的方式下，非政府機構針對不同的情形應採取不同的額外

措施，其中可包括以下： 

• 獲取額外的公司文件，例如，註冊文件、顯示最終實益擁有人的文

件，以了解公司的架構並識別最終實益擁有人； 

• 由公證人、律師或會計師對文件進行鑒定； 

• 獲取有關個人財富來源49的額外文件，例如，銀行結單、經審計的財

務報表。如果個人財富來源為家庭成員或繼承的資產，非政府機構

應徹底了解其背景及關係（例如，確定其父母或祖父母的身份），

並進行適當的檢索及篩查。在適當的情況下，非政府機構可從可靠

及獨立的來源（例如，公開的物業登記冊、土地登記冊、資產披露

登記冊或公司登記冊）中尋找證據印證其財富來源；及 

• 與捐贈者/受益人/合作夥伴本人進行會晤。 

非政府機構在決定開始或繼續維持任何可能帶來重大風險的關係之前，

應首先設定可行的風險控制措施，並妥善地備存例如合規專員或高級管

理層等批核的紀錄及相關文件。 

 

 

  

                                                 
49 非政府機構可查閱香港銀行公會於 2022 年 10 月 5 日最後更新的《有關打擊洗錢∕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常見問題》的第 52 點

及附錄 1（僅有英文版）。 

https://www.hkma.gov.hk/media/eng/doc/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aml-cft/AML_FAQ_20220630.pdf
https://www.hkma.gov.hk/media/eng/doc/key-functions/banking-stability/aml-cft/AML_FAQ_2022063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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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E – 職責分工核對清單 

 

關鍵領域 措施核對清單 

非政府機構是否遵行？ 

是/否 
若未遵行，有何

跟進措施？ 

1. 職責分工50 

1.1 在不同人士之間進行職責分工是為了兼顧監察與制衡。對

交易進行授權、會計核算及紀錄的職責，應與對相關資產

進行處理（保管）的職責分開。在可行的情況下，一名員

工不應在非政府機構內同時兼任上述的不同職能。 

  

1.2 適度地對重要的（特別是由一名員工單獨執行的）程序進

行定期審查或內部審計。在資源允許的情況下，還應對主

要的項目進行內部審計。 

  

1.3 審查及對比由不同員工擬備的對類似事項的紀錄，以確保

其一致性及準確性。   

  

1.4 制訂與產品或服務品質相關的政策、程序及手冊，以提供

指引並確保表現的一致性。該等文件應開放予非政府機構

的各級部門閱覽。 

  

1.5 為員工提供定期培訓，以確保其正確理解有關職責分工的

相關程序及政策。 

  

2. 採購及付款 

2.1 處理採購及接收貨物/服務的員工應盡量分開，防止員工取

得以不符合常規的方式訂購的貨物。 

  

2.2 處理付款的員工應盡可能避免執行以下職責： 

a. 提出採購申請； 

b. 批核付款憑證及單據； 

c. 準備支票及備存付款紀錄；及 

  

                                                 
50 請查閱社聯與安永於 2020年聯合發佈的《小型非政府機構內部監控指南》。 

https://governance.hkcss.org.hk/sites/default/files/internalcontroltoolkit_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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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領域 措施核對清單 

非政府機構是否遵行？ 

是/否 
若未遵行，有何

跟進措施？ 

d. 簽署支票。 

3. 銀行帳戶的操作 

3.1 支票的寄遞應進行職責分工， 減少竊取或篡改的風險。   

3.2 支票的寄遞並不是由出具支票的人士負責。   

4. 工資單及薪酬 

4.1 在薪資部門中，工資單編制與工資發放的職責應分工。   

4.2 編制工資單的員工與發放工資的員工不應是同一人。   

4.3 應避免使用現金支付工資。   

5. 收入及收款交易 

5.1 接收所購商品與提出採購申請的職責應分工，由不同的員

工負責。如果無法實現該分工，管理人員或董事會成員應

更深入地參與對員工工作的核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