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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洗钱行为”是“他洗钱行为”的对称，在我国是指涉毒、涉黑、涉恐等罪行的本犯对其所获得的犯

罪所得及收益进行“洗白”的活动。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实施以后，自洗钱行为独立成罪。本文的研究

主旨是对自洗钱行为独立成罪的合理性进行证成，对自洗钱行为的入罪分析提供正当化根据是本文的研
究目的。本文主要采用了法解释学和比较研究的法学研究方法，从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两个角度对自洗

钱行为独立成罪进行了证成。从理论意义上来看，本文得出了如下三个结论：首先是自洗钱行为与上游犯

罪不存在牵连关系，其次是自洗钱行为并非不罚的后行为，再次是自洗钱行为人不具备期待可能性；从实

践意义的角度来看，自洗钱行为独立成罪为我国打击洗钱犯罪提供了助力，维护了我国国家司法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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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lf money laundering behavior” is a symmetry of “other money laundering behavior”, which in 
China refers to the activity of the principal offender of drug-related, black related, terrorism re-
lated crimes to “whitewash” the criminal proceeds and profits obtained. After the official imple-
mentation of the Eleventh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 money laundering has become a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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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endent crim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independent 
criminalization of self money laundering behavior, and to provide a legitimate basis for the cri-
minalization analysis of self money laundering behavior. This article mainly adopts legal herme-
neutics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prove the independent criminalization of self mon-
ey laundering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draws the following three conclusions: firstly, there is no connection between self 
money laundering behavior and upstream crimes; secondly, self money laundering behavior is not 
an unpunished post behavior; thirdly, the self money laundering perpetrator does not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expectation;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the independent criminalization of self 
money laundering has provided assistance to China in combating money laundering crimes and 
safeguarded our national sovereig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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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洗钱罪的立法现状 

我国于 1997 年正式确立洗钱罪。中国学界通说认为与洗钱犯罪相关的法条包括《刑法》191 条、312
条以及 349 条，有学者指出，191 条为 312 条之特别规定，而 349 条为 191 条之特别规定。通俗来讲洗

钱行为就是行为人为掩饰、隐瞒因犯罪活动所获得的赃款及收益，采取转换犯罪所得的性质的方式使之

“合法化”的行为，包括将赃款的来源合法化以及性质合法化。在我国，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这里所说

的“犯罪活动”仅限于 7 种犯罪类型，这七种犯罪类型即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

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秩序犯罪及金融诈骗罪。 
2014 年我国确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将反洗钱提升到了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层面，我国对于反洗钱的

活动的认识发生了质的飞跃，2017 年 4 月 18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经过相关会议的审议，将完

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列为深化改革的重点任务，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为落

实上述“三反”机制，发布了《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以下简称

《三反意见》)，《三反意见》第十条明确规定，“推动研究完善相关刑事立法，修改惩治洗钱犯罪和恐

怖融资犯罪相关规定”，为落实上述反洗钱的顶层设计要求，刑事立法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2021 年《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实施以后，明确规定自洗钱行为独立成罪。 

2. 自洗钱行为人不能成为上游犯罪的牵连犯 

2.1. 牵连犯理论视角下的自洗钱行为 

理论上，从罪数问题的角度解决自洗钱行为是否应独立成罪的理论主要是牵连犯理论。牵连犯理论

是关于罪数问题的理论，牵连犯实质上属于处断的一罪，也即裁判的一罪，即事实上本为数罪，但由于

数罪之间存在各种特殊关系，而按照一罪裁判的犯罪类型，包括连续犯、吸收犯及牵连犯。根据牵连犯

理论，行为人基于一个犯罪目的，实施了数行为，数行为都可评价为独立的罪名，但因为行为人的数行

为之间往往具有原因与结果、方法与目的的关系因而按一罪处断。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认为对原因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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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结果行为、方法行为与目的行为各个方面并非能够等量齐观，而是各自相对和各居主从地位，从事物

的发展阶段来看，原因与方法行为发生在前，结果与目的行为发生在后。 

2.2. 数罪理论简述 

对于自洗钱行为应否独立成罪，首先就应该厘清自洗钱行为与其上游犯罪之间的罪数问题，关于罪

数问题的标准，理论学说有很多。客观主义标准说认为应当以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个数或行为所导致的

结果的个数，抑或行为人触犯法条的个数为判断罪数的标准；与之相对应的就有主观主义标准说，主观

主义标准说则以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或犯意个数为判断罪数的标准[1]。上述两类学说都有各自的理论缺陷，

以行为标准说为例，行为标准说不能解释行为人怀有相同犯意实施数个行为只能定一罪及客观上两个完

全相同的行为因为行为人的犯意不同而应该定数罪的问题；而主观标准说也有明显不足，主观标准说在

面对行为人基于一个犯意或目的而为的数行为或行为人基于多个犯意或目的实施的一行为的情况时，明

显不能很好地对行为人的罪数问题做出说明。 
对于行为人的罪数问题，以形式犯罪概念为基础的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做出了说明，行为人的行为成

立犯罪必须满足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与有责性，因而，行为人的罪数问题也就必须以此为标准，行

为人的行为一次满足犯罪构成该当性要件的为一罪，复数次满足的为数罪。 
我国学界的通说则为犯罪构成标准说，在支持犯罪构成标准的学者看来，解决行为人实施的行为的

罪数问题，仍然应当回归到犯罪构成的概念，犯罪构成即刑法所规定的，说明行为人行为社会危害性及

社会危害性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所应具备的一切主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行为人充足一次犯罪构成

的为一罪，多次充足的为数罪[2]。本文认为，犯罪构成标准说更能全面的说明行为人的罪数问题，犯罪

构成标准说严格恪守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既没有主观归罪，也没有客观归罪之嫌，同时也贯彻了罪刑

法定的原则，因而具有合理性，本文对犯罪构成标准说持赞同的态度。 

3. 自洗钱行为人不属于牵连犯 

对于牵连犯中的罪数问题，本文认为，根据犯罪构成标准说，自洗钱行为与其上游犯罪不应属

于牵连犯，理由在于，上游犯罪所侵犯的犯罪客体与自洗钱行为所侵犯的犯罪客体并不同一，刑法

对于上游犯罪的评价并不能完全包含下游的自洗钱行为，行为人实施上游的犯罪行为与下游自洗钱

行为完全能够充足两个或两个以上即复数的独立的犯罪构成成立数罪，自洗钱应独立成罪，这是罪

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要求。对于洗钱罪而言，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一般认为，行为人为掩饰、隐瞒犯

罪所得因而将“黑钱”转换为白钱的行为会给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极大的增加

了国家的执法和司法成本，因而阻挠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因而侵犯了国家的司法秩序，有学者

据此提出，所有的洗钱行为都毫不例外地侵犯了国家地司法秩序；一般观点认为，洗钱者利用金融

机构进行洗钱的活动，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也有人提出，洗钱罪同时对

社会的公共管理秩序造成了侵害[3]。对于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而言，各个罪名所侵犯的犯罪客体与

自洗钱行为侵犯的犯罪客体不尽相同。以贪污贿赂罪为例，一般认为贪污贿赂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

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学者梁淼指出，此类说法过于抽象，因而提出，贪污贿赂罪侵犯的是国家法人

的财产及财产性利益，同时，国家保有对犯此类罪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追诉权利[4]。显而易见，自洗

钱行为与上游犯罪所侵犯的犯罪客体也并不同一，两者各自能够充足两个独立的犯罪构成。综上所

述，按照犯罪构成符合说，自洗钱行为与上游犯罪侵犯的并不是同一客体，因而不能简单地按照牵

连犯择一重罪处罚，不是处断的一罪。两者在一定范围内充足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犯罪构成，因而

刑法并不能够进行统一的评价，而是应各自评价，各自成罪，这是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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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自洗钱行为人不是上游犯罪的牵连犯。 

4. 自洗钱行为并非不罚的后行为 

4.1. 自洗钱行为不属于事后不可罚行为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事后不可罚行为，又被称为不罚的后行为，有学者认为后行为并不是不罚，

而是与本罪合并处罚所以又被称为与罚的事后行为[5]。本文认为事后不可罚行为是指，在状态犯场合，

该犯为保证因犯罪行为所获的利益能够继续为自己所保有，或者保证犯罪所得能够继续为自己所利用、

处分，而针对同一法益(即本罪法益)所实施的，虽然形式上符合其他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但却因为行为

没有侵害新的法益或者未超出原侵害法益的范围和程度而不具有刑罚可罚性的行为。有学者提出，与事

后不可罚行为与法条竞合一样，同属本来一罪的类型[6]。法条竞合是指，由于刑法规定错综复杂，使得

同一犯罪行为出现数个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内容上具有包含或交叉的情形，法条竞合理论的作用在

于处理同一犯罪行为同时符合复数法条应适用哪个的问题，是法律适用的选择问题。我们认为区分事后

不可罚行为的关键就在于事后行为是否侵害了新的法益，是否在原侵害法益的基础上增加了侵害的程度

和扩大了侵害的范围。 

4.2. 事后不可罚行为概述 

关于事后不可罚行为的概念，不同学者提出了以下不同的主张，第一种主张认为，事后不可罚行为

是指行为人为了保有和利用因本罪所获得的利益而又对同一法益再次进行侵害的行为，持此种概念的学

者认为，犯罪主体的后行为因没有侵害新的法益，所以已经与前行为进行合并处罚了，因此事后不可罚

行为又可以被称为与罚的后行为[7]；第二种观点认为，事后不可罚行为是指行为人为了保有、处分、利

用不法所获而实施的并未扩大原侵害法益损害范围的行为[8]；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事后不可罚行为是指

在状态犯的背景下，行为人利用前犯罪结果的行为，此种行为在客观上虽然符合其他罪名的犯罪构成，

原则上可以独立成罪具有可罚性，但此种行为因为可以被全面、综合地概括在状态犯中，所以缺乏被评

价为独立罪名的必要性，因此不能独立成罪，不具有可罚性[9]。 
考察上面所提及的三种观点，它们的共同点都在于事后行为是针对同一法益进行侵害的行为，如果

后行为侵害了新的法益或者加大了原侵害法益的范围和程度，那么后行为不能独立成罪的正当化根据也

就不存在了；三种学说的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种学说认为事后不可罚行为之所以不可罚是因为前后行为

所侵犯的法益的同一性，第二种学说则认为，前后行为不但是针对同一法益进行侵害的，而且必须保证

后行为没有扩大原侵害法益的范围，第三种学说则将事后不可罚行为限定在了状态犯场合。本文认为第

三种学说更为合理，将事后不可罚行为限定于状态犯的场合的理由在于，只有在状态犯的犯罪类型中，

后行为才能继续对同一法益进行侵害。如果以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与犯罪终了的关系来考察犯罪的既遂

状态，可以将犯罪分为即成犯、状态犯和继续犯，所谓即成犯是指一旦发生法益侵害结果，犯罪即告既

遂的犯罪类型。所谓状态犯是指行为人的行为一旦造成法益侵害结果，则犯罪即告终了，但是此时法益

侵害的状态仍在持续的犯罪类型，典型的如盗窃犯。继续犯与状态犯不同，继续犯又可以被称为持续犯，

是指违法犯罪行为着手实施后，在行为停止以前持续地对同一法益造成侵害的犯罪类型，本文认为，继

续犯的本质特征不在于行为与不法状态同时继续，而在于行为对某一特定的法益的侵害和不法状态的同

时继续，至于犯罪行为是否继续，并不影响继续犯的成立，继续犯的典型就是非法拘禁罪；在即成犯场

合，法益侵害结果一旦发生则法益即告消失，则后行为不可能再次对同一法益进行侵害，而在继续犯的

场合中，犯罪既遂后犯罪行为却没有停止，区分前后行为也就没有意义了；因此只有在状态犯场合，前

行为实施完毕，同一法益仍然存在，后行为才能继续对同一法益进行侵害；事后行为不可罚的理由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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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行为侵害的是同一法益，既没有侵害新法益，又没有加重原侵害法益的程度，更没有扩大原侵害法益

的范围，换言之，后行为已能为前行为的犯罪构成所完全包含，因此不具有独立评价为罪的必要性，因

此不可罚。 

4.3. 自洗钱行为不满足事后不可罚行为的构成要件 

学者姚兵认为，自洗钱行为不能独立成罪的理由就在于，自洗钱行为属于上游犯罪不可罚的后行为，

作为后行为的自洗钱行为已经与作为前行为上游犯罪行为同步实行共罚了，对进行自洗钱行为的行为人

的罪责追究只需要依照上游具体所犯的罪名进行认定就可以了，对作为前行为的上游犯罪行为进行惩处

后如果再次对自洗钱行为进行单独处罚就违背了大陆法系事后不可罚的原则[10]。 
对于事后行为不可罚的正当化根据，大陆法系提出了构成要件解决理论及竞合解决理论。本文以诈

骗罪和侵占罪为例，在诈骗罪中，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欺骗被害人处分财产交与自己，这属于前行为，

行为人得到财物后继续持有、利用、处分的行为属于后行为。主张大陆法系构成要件理论的学者认为在

诈骗罪、盗窃罪等犯罪场合，行为人实施的诈骗、盗窃行为已将财物据为己有，但行为人无法再次对同

一犯罪对象进行侵占，因此行为人后续的占有、处分行为自始不能成立侵占罪，换句话说后行为根本就

不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符合性，所以后行为不能独立成罪，也就没有罪名竞合的问题存在了，当然不

可罚。与之相对应的，大陆法系竞合解决理论认为，在诈骗罪、盗窃罪等犯罪场合，前非法占有行为构

成相应的犯罪无疑，而取得财产后又持续占有、处分的行为也构成侵占罪，符合侵占罪的构成要件，但

后行为已经与前诈骗、盗窃行为实行共罚了，质言之，后行为与前行为以为立法者所共同考虑，因而可

以根据法条竞合的原理将后行为不予处罚。 
根据前揭所述，行为人实施的上游犯罪所侵害的法益与自洗钱行为所侵害的法益并不同一，自洗钱

行为并不能为上游犯罪的犯罪构成所完全包含，因此自洗钱行为应独立成罪。本文认为洗钱罪侵害的法

益包括国家司法秩序以及金融管理秩序，两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单纯的洗钱行为与上游犯罪所侵犯的

法益并不同一，因而对于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而言，其犯罪构成并不能完全包含自洗钱行为，自洗钱行为

应独立成罪。 

5. 自洗钱行为人不具备期待可能性 

期待可能性理论是指，行为人在从事相关活动时，立法者可以期待行为人不进行违法犯罪行为而进

行适法行为。对于如何判断这种可能性，理论上有以行为人自我判断为标准的行为人标准说、以社会一

般人判断为标准的平均人标准说、以及以期待者的判断为标准的国家标准说等。期待可能性理论本身是

为了给予脆弱的人性以救济，该理论的法理价值来源于一句法律谚语，即“法律不强人所难”，法律不

能要求行为人从事违背人类天性的行为，此类行为本文认为可以归纳为不符合人类“趋利避害”天性的

行为。 
本文提到人类均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法律不能强迫行为人违背这种本性，但是否行为人所有趋

利避害的行为均能被认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呢？答案是否定的，期待可能性的设置原意在于避免过高的

法规范要求使得行为人陷于两相为难的境地。因此期待者在何时给予行为人以同情就显得十分重要，关

键就在于期待者给予被期待者以法律救助的必要性标准。有学者认为，这种必要性标准就是在外部客观

环境的压力下所催生的人类普遍具有的求生畏死的生物本能，如果外部客观环境足以使行为人产生此种

程度的“趋利避害”的本能，法规范对于行为人就不具有期待可能性[11]。霍布斯在其《利维坦》一书中

指出，“如果一个人是由于眼前丧生的恐惧而被迫做出违法的事情，他便可以完全获得恕宥，因为任何

法律都不能约束一个人放弃自我保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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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其标准就在于客观的外部环境是否足以引起行为人求

生畏死的生物本能，单纯的满足人类贪欲并不能作为行为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标准。毫无疑问，上游

犯罪的本犯实施的自洗钱行为保护的并非个人的生命、自由的权利，而是为满足其金钱利益。与之相对

应的，可以对掩饰、隐瞒赃物等妨害司法秩序的行为进行比较分析，行为人掩饰、隐瞒赃物的行为是为

了逃避司法机关的追查，其赃物如果为司法机关所发现，则行为人则可能面临司法机关抓捕而失去人身

自由的危险，法律规范确实难以要求行为人自愿放弃个人自由而维护司法秩序。因而，实施上游犯罪的

本犯为掩饰、隐瞒其犯罪所得和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而实施的自洗钱行为并不存在期待可能性。客观的法

规范禁止自洗钱行为最多阻止了行为人洗白脏钱获得非法利益，而无关行为人自身的生命、自由权益，

客观的法规范并没有将行为人置于两难的境地，因而自洗钱行为不存在期待可能性，因而应独立成罪。 

6. 自洗钱行为独立成罪对我国刑事司法的意义 

现代国际刑事引渡立足于双重犯罪原则，所谓双重犯罪原则又被称为相同原则、双重可罚性原则，

是指对于待引渡的主体而言，其所为不仅应得到引渡国的有罪评价，而且必须得到被引渡国的有罪评价，

否则就不能引渡，其背后的法理基础仍然是罪刑法定原则，同时关涉刑法人权保障的机能。双重犯罪原

则也是我国不准予引渡的条件之一。洗钱行为往往意味着跨国际的资金转移，在互联网、电子支付平台

日益发达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模糊，跨国际洗钱行为会更加显著、频发。在

以往，自洗钱行为未独立入罪，在外国进行犯罪活动的犯罪分子，将犯罪所得及收益通过国际支付手段

汇入中国境内，在国内进行自洗钱行为，由于我国未将自洗钱行为单独入罪，如果行为人在国外实施了

超出我国刑事管辖权的犯罪行为后，基于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将难以洗钱罪上游罪名或以洗钱罪对其提

起刑事诉讼，此种洗钱行为在客观上对我国造成了实际危害但却不能以我国《刑法》规定的洗钱罪进行

追诉，而只能移交至犯罪地司法机关进行处罚，这将严重损害我国司法主权和国家利益，从实然层面而

言，犯罪行为未得到规制，犯罪分子逃脱了的法律的惩处，转移至国内的“脏钱”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

追缴。对于在国内进行贪腐行为的官员而言，其在国内进行贪腐行为，而后将犯罪所得和收益转移至外

国时，由于我国未将自洗钱行为独立入罪，那么我国将难以洗钱罪向相关国家提出引渡请求，如此一来

中国的司法主权将会受到严重的损害。然而当自洗钱行为独立入罪后，将不存在上述司法困境，犯罪分

子在国外犯罪，国内自洗钱的行为将不再有生存的土壤，中国也就不再有禁锢国际引渡合作的枷锁，有

学者将其评价为“在总结长期司法实践基础上的立法解套”[13]。 

7. 结论 

本文尝试从事后不可罚行为理论、牵连犯理论、期待可能性理论、维护我国国家司法主权等角度论

证自洗钱行为独立成罪的合理性，对于事后不可罚行为理论以及牵连犯理论为何不能说明自洗钱行为不

能独立成罪，本文认为原因就在于自洗钱行为不能被上游罪名的犯罪构成所完全涵括，两种理论存在着

很大的相似性，在事后不可罚行为理论的语境下，可以解释为自洗钱行为侵犯了新的法益，在牵连犯理

论的语境下可以解释为自洗钱行为与上游罪名所侵犯的客体不同，在张明楷教授看来，大陆刑法理论中

的“法益”概念与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所称的犯罪客体居于相同地位[14]。对于期待可能性理论解释自洗

钱行为应独立成罪的理由，本文认为，立法者期待行为人从事适法行为而不为违法犯罪行为的界限就在

于，在存在实施他行为的可能性的场合，客观的外部环境是否激起了行为人求生畏死的生物本能，如果

无法激起，则行为人就被认为具有期待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客观的法规范没有将行为人置于自我保

全和维护法律秩序只能取其一的两相为难的境地，反之则不然，客观的法规范对行为人就没有期待可能

性，显然自洗钱行为独立入罪并不存在将行为人陷入两难的处境，行为人完全可以选择从事适法行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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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进行洗钱行为。现代国际刑事引渡必须遵守双重犯罪原则，自洗钱行为独立成罪扫清了行为人在外

国实施的而我国不具有刑事管辖权的犯罪行为而在我国仅实施自洗钱的情况下，我国无法对行为人单独

以洗钱罪提起刑事诉讼的刑事司法困境，此举有力的维护了我国的国家主权，也便于我国充分地承担国

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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