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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金融活动的危害与对策分析
孙圣东

(厦门大学金融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分析了我国地下金融的成因,分析了非法金融对社会的危害,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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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国际收支各主要项目的计量、核算过程中,虽然各

种相关要素已被尽量完整、真实地纳入其中,以使最终数据

准确可靠地反映国际收支和外汇收支状况 ,但是仍有一部

分 灰色 资金流动处于监管之外,而无法合理准确地进入

核算体系。

包括地下钱庄在内的地下金融活动便是这样一种游离

于金融体系之外、处于 地下 状态的、难以计入资本项目的
非法金融活动。地下钱庄是一种特殊的非法金融组织。它

游离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 ,利用或部分利用金融机构的资

金结算网络 ,从事非法买卖外汇、跨国(境)资金转移或资金

存储借贷等非法金融业务。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金融体制随之改革以适应经济

发展需要的背景之下 ,地下钱庄却仍有猖獗盛行之势,且已

初具规模。以作为地下钱庄从事的非法活动之一的非法买

卖外汇及洗钱来看, 2002年 7 月国家外汇局和公安部联合

发文开展打击非法买卖外汇的专项整治之后,宁波市公安

局即在 11月查获一起涉案金额高达 256. 2万美元的场外非

法买卖外汇案件。2003年根据国家外汇外汇管理局的估

计, 2003年中国地下钱庄年洗钱规模超过 2000 亿元人民

币。而北京安邦信息集团更进一步的分析是,其中走私收

入洗钱约为 700 亿元 ,腐败收入洗钱约为 300亿元人民币

(而根据有关部门的估计,官员权力腐败的情况较这个数据

远为严重) ,外资企业进行非法利润转移 1000 亿元。又如

2004年国家四部门宣布 4 月至 12 月联合开展打击地下钱

庄违法犯罪的 479次活动中打掉地下钱庄及非法买卖外汇

交易窝点 155个,涉案金额 125亿元人民币,较近的一次则

是 2007年 2月公安部门以 本色集团 及吴英涉嫌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罪甚至涉嫌洗钱查封浙江东阳神秘女富豪吴英所

有资产。可见地下钱庄的盛行已形成对金融秩序的巨大的

潜在威胁,并给反洗钱工作增加了难度,同时造成巨额资本

外逃,给资本项目的管理带来了挑战。

地下钱庄的盛行有着诸多原因, 这里主要列出以下几

种:

( 1)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各行业有着强劲的

增长势头,因而在扩大规模、投资旺盛的推动下,对资金也

有着旺盛的需求。虽然金融体制也在逐步相应地变革,但

总体上看金融体制改革依然相对滞后,使社会的资金资源

无法得到最合理的配置。一方面国有银行持有的大量民众

储蓄主要流向大企业 ,特别是效率低下的国企;另一方面蓬

勃发展的民营中小企业存在着急迫的资金需求,却难以从

国有银行获得足够的贷款。这就迫使许多民营中小企业转

向其他资金来源渠道,包括通过地下钱庄融资借贷。这在

沿海民营企业较为发达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市较

为突出。因此可以说地下钱庄是在我国金融体系尚不完善

导致资金供求错位的条件下得以盛行的。

( 2)地下钱庄也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盈利机构。与正

规金融机构相比,地下钱庄在成本以及利润回报等方面有

一定的优势。低交易费用、简便的交易方式、简化的手续、

及时、快捷等的优势使得地下钱庄对急需资金的民营中小

企业是一大诱惑 ,因而频频向其借贷融资。这也是地下钱

庄得以生存并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 3)从外汇管制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仍实行严格的外

汇管制,这已无法满足众多企业的外汇需求。因而这部分

外汇需求缺口促使企业通过地下钱庄买卖外汇来弥补。沿

海乡镇私营企业经济活动频繁,对外汇有较大需求,而部分

需求缺口无法通过正规渠道来满足, 故而通过地下钱庄来

调剂。外向型企业尤其是三资企业为逃避严格的外汇管

制,套取汇差,有时也通过地下钱庄存款或贷款。

地下钱庄的盛行已对我国金融秩序的稳定形成不可忽

视的潜在威胁。地下钱庄通过洗钱将不发收入变为 合法 
收入的过程在助长犯罪的同时也极大影响国家的金融稳

定。这里仅就通过地下钱庄进行的跨境资金流动以及洗钱

对外汇及资本项目管理的影响略作讨论。

地下钱庄通过非法买卖外汇及洗钱活动,形成了跨境

流动的、游离于国际收支统计及核算体系之外的地下资金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统计资料表明,跨境流动的地下

资金流出额占 GDP 比重在 1997 年达到 2. 31% ; 2002~

2003年间 ,跨境流动的地下资金占 GDP 的比重介于 0. 1%

~ 2. 31%之间, 而占对外贸易总额比重则介于 0. 5% ~

6. 5%之间。这些地下资金会对人民币汇率造成一定的偏

差,并影响真是的外汇收支。非法买卖外汇可能造成出口

骗税或虚假外商投资 ,并使得国家外汇储备减少,大量资金

流落在国家监管之外。跨境交易多 ,涉及金额巨大,影响国

际收支准确性,减少国家税收,造成外汇流失。这些都给外

汇管理及宏观调控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目前地下钱庄已是各种方式洗钱和非法外汇买卖的一

个重要渠道和工具。有关材料显示 ,在厦门远华走私案中,

赖昌星的收入大量通过地下钱庄流到境外。据媒体称,国

内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黑钱至少高达 2000 亿元人

民币。另外 ,我国在 2004年 3月国际反洗钱组织 ! ! ! 金融
行动特别工作组 ( FATF)召开的以反洗钱为主题的研讨会

上表示, 中国内地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去的黑钱为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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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亿元人民币,占中国 GDP 的 2%。地下钱庄巨额的
洗钱不仅助长了犯罪行为,破坏了社会稳定,而且给金融秩
序带来了危害。本文认为其对资本项目管理存在以下几个

危害:
( 1)造成资本外逃,社会财富流失。有统计表明,目前

我国的 资本外逃 数额已经排世界第四位 ,仅次于委内瑞
拉、墨西哥和阿根廷。巨额黑钱经 洗白 后, 大量流向境

外,这对快速发展中急需资金的我国经济存在着严重的负
面影响。资本外逃通常会伴随着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流

失,以及走私、贩毒、洗钱、逃骗税、逃骗汇等违法犯罪活动,
通常表现为外汇的流失 ,进而影响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因
而它既减少了国家税收,也减少了外汇储备,同时给资本项

目外汇收支的统计与管理带来了较大的障碍。
( 2)在资本项目管理上存在漏洞。有的民营企业借助

地下钱庄,将资本项目的资金打到境外进行投资。这就使
得资本项目管理存在盲区。

( 3)不利于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由于这部分地下资
金的存在,使得外汇收支及资本项目统计存在一定的误差,

这就造成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存在偏差,加大了对实际状
况作出准确合理的反应的难度;同时,这些地下资金的存在

也使得宏观政策的调控作用受到削弱,加大了其调控效果
与预期的偏离。
以上仅是对地下钱庄在对外汇及资本项目管理影响方

面的探讨。地下钱庄在其他更主要的方面,如集资借贷等,
对诸如金融政策有效性、金融体系公信力、金融秩序及金融

监管等方面均有较大影响。本文在此不作讨论。
鉴于地下金融活动对我国金融秩序的潜在威胁, 目前

存在多种政策对策建议,主要的思路是对融资性地下金融

活动采取积极疏导策略;而对非融资性地下金融活动,则坚
决予以取缔。较为广泛认同的以下列出几种 :

( 1)通过立法使民间私人借贷走向规范化、法制化,从

而将民间借贷纳入政府的监管之中。
( 2)积极发展民间金融,寻找解决借贷供求矛盾的途

径。
( 3)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 ,改善对农户及农村中小企业

的金融服务。
在解决企业外汇需求方面,则有如下几种措施:

( 1)逐步开放资本和金融项目。这可以有效抑制地下
非法外汇交易活动。

( 2)建立人民币跨境流动的办法,在资本项目管理上增

加可用人民币到边境投资的内容。
( 3)拓宽企业和个人外汇买卖或兑换的渠道,从而在根

本上抑制非法换汇行为。
在打击洗钱活动上,应坚决予以取缔,主要有:

( 1)完善相关法律,扩大洗钱罪外延,同时加大对洗钱
罪的惩罚力度。

( 2)加强各部门在反洗钱中的合作。
( 3)加强与国际组织及机构在反洗钱方面的交流合作,

借鉴其在反洗钱行动中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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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税改革渊源和历史探讨
盛二妮1 张志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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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个税在我国已存在了百余年,以历史为线分析其产生的缘由与改革的历程。

关键词 :个人所得税;税费改革;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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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对中国人来说其实不是个新鲜东西了。早在宣

统年间,效法西方意图自强的清政府就已经派出考察团详

细的考察了列国税制,回来之后曾经起草一份∀所得税章
程#,其中重点论述了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问题。这恐怕就是
中国探索所得税之始。可惜的是,这样地探索被革命打断

了,当时所谓的 资政院 还未及审议,皇帝就被赶下台了。

1911年,随着国父孙中山的上任,革命党人带着对西方

文明的粗浅了解,也试图把个人所得税制移植到中国来解

救穷困的政府,但还未及细想就已经被北洋军阀赶下台去。

中国也进入了一个混乱的时代,西方思想和各种学说通过

各种渠道渗透进中国社会 ,比如北大等一批现代大学的堡

垒作用等。在这种情况下,北洋政府也是内外交困,自己的

财政也很紧张,从人民头上更好的征税成为一个共识。所

以在 1914 年就在前清的∀章程#基础上弄出了一份∀所得税
条例#,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所得税法律。很不
巧,正好讨袁战争爆发了,条例自动搁浅。这之后又过了六

年,北洋政府财政部成立了 所得税筹备处 ,继续推行个人
所得税,准备 1921 年开征。但又碰上军阀混战的年份,民

不聊生,苛捐杂税盛行,各省议会商会一致反对开征, 所以

到最后这次以官俸为主要课税对象的征税就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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