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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洗钱罪的几个问题 

李希慧 

1990年12月28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实施的《关于禁毒的决定》第4条规定了掩饰、隐瞒毒品

犯罪所得的非法性质和来源罪，新刑法第191条在《关于禁毒的决定》第4条的基础上，通过扩大掩饰、隐

瞒对象的范围，增加行为的具体方式，规定了独立的洗钱罪，本文拟就洗钱罪的几个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一、洗钱罪的定义 

关于洗钱罪的定义，目前理论上有不同的表述，概其要者，有以下几种： 

1.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提

供资金账户、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者金融票据、通过转账结算等方式协助资金转移、协助将资金汇往

境外以及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意图使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合法化，逃避法律制裁的

行为。[1] 

2.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

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而实施的种种行为。[2] 

3.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帮助

犯罪分子掩饰、隐瞒其非法来源和性质，转移违法所得的行为。[3] 

4.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实施

法定行为之一，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4] 

5.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以

各种方法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5] 

上述第一个定义不符合定义的要求。一个定义应该是对某一事物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洗钱罪的定义

应该是对洗钱罪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但上述第一个定义只是对洗钱行为方式进行简单的罗列，并没有对

其加以概括，因而有所不妥。 

上述第二个定义将洗钱罪定义为洗钱行为，属同义语反复，违背下定义逻辑规则，因而也不甚妥当。 

上述第三个定义将“帮助犯罪分子掩饰、隐瞒其非法来源的性质”与“转移违法所得”相并列，这是

不恰当的。一是刑法第191条并没有“转移违法所得”的规定，而是把“协助将财产转移为现金或者金融支

票”和“通过转帐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规定为洗钱的两种行为方式，这两种行为方式用“转

移违法所得”进行概括，并不妥帖。“转移违法所得”的字面含义，是指将违法所得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

个地方，它不具有使违法所得表面合法化的作用。而上述两种行为并不是直接将违法所得从一个地方转到

另一个地方，而是通过一定的方法使违法所得表面合法化。所以，“转移违法所得”与法律所描述的罪状

不相吻合。二是上述刑法第191条所规定的两种转移行为，完全可以概括在“掩饰、隐瞒其非法来源和性

质”的表述之中，将其与之并列，则犯了种属并列的逻辑错误。所以，第三个定义也不足采用。 

上述第四定义中的“实施法定行为之一”，不仅纯属多余，而且也不准确。因为刑法第191条规定的各

种行为归根结底，都属于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因此，完全没有必要专门指出。同时，实施法

定行为之一的，构成洗钱罪，而同时实施几种法定行为的，还是构成洗钱罪，因此，在定义中只抽象地说

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更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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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第五个定义是对洗钱罪本质特征高度、准确的概括，因而是可取的。 

二、洗钱罪的构成要件 

（一）犯罪客体 

关于洗钱罪的客体，目前刑法理论上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主要观点有： 

1.本罪的客体具有多样性和可变性。如果洗钱行为是通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进行的，则破坏了国

家对金融活动的监管制度。如果洗钱行为是通过国家金融机构的周转活动以外的方式进行的，则未必构成

对国家金融管理制度的破坏，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洗钱罪的客体是国家对金融活动的管理制度。此外，

根据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洗钱罪还分别侵犯了社会治安管理秩序（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

罪）或国家对外贸易管制（走私犯罪）。[6] 

2.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司法机关的活动、公共治安秩序和经济金融秩序。[7] 

3.本罪的客体是国家对金融的管理制度和社会治安秩序。[8] 

4.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9] 

5.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破坏了社会主义金融秩序，也妨碍了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其中，主要

客体是社会主义金融秩序。[10] 

笔者认为，上述前四种观点的不妥之处较为明显，而第五种观点基本上正确，但可进一步完善。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罪的客体具有多样性和可变性，在理论上难以成立。因为每一个具体犯罪都应有其

确定的客体，只有当具体犯罪有确定的客体时，立法者才能够将其归于某一类犯罪，如果某一具体犯罪的

客体是飘忽不定的、可变的，那就根本无法将其归于何类犯罪之中。所以，将本罪的客体说成是多重的、

可变的，是不科学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本罪侵犯了三种具体社会关系，即司法机关的活动、公共治安秩序和经济金融秩序，

并且将司法机关的活动列为本罪的主要客体，基其不妥之处有二：其一：本罪被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罪之中，显然立法者着重强调的是该对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其主要客体应是金融管理秩序。其二，

本罪并不直接对公共治安秩序造成破坏，仅仅是本罪的某些“上游犯罪”，如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

犯罪，才破坏社会公共治安秩序，因此，将社会公共治安秩序作为本罪的客体之一是不妥的。 

第三种观点也将社会治安秩序作为本罪的客体之一，犯了与第二种观点相同的错误。 

第四种观点中所说的“社会管理秩序”，是一类犯罪的客体，而不是具体犯罪的客体。因此，将“社

会管理秩序”说成是本罪的客体之一，不够确切。 

第五种观点中的“社会主义金融秩序”中的“社会主义”完全可以舍弃，而“金融秩序”改为“金融

管理秩序”，则更符合法律的规定。 

总之，笔者认为，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既侵犯金融管理秩序，也侵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二）犯罪的客观方面 

关于本罪的客观方面，理论上也有不同的表述。 

有的著作指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

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实施种种洗钱行为，以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11] 

有的则认为，“本罪的客观方面为，行为人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

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以种种方法为其掩饰、隐瞒，从而使人无法再了解其犯罪所得和收益的真实来源

和性质的行为。”[12] 

还有的认为，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

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13] 

笔者认为，上述关于洗钱罪的客观方面的前两种表述有所不妥。两种表述的共同缺陷在于都在论述本

罪客观方面特征时加入了本罪主观方面的内容。如“明知”显然是本罪的主观方面的内容，而不是本罪客

观方面的内容，将其包括在本罪客观方面的内容之中，有客观与主观不分之弊。此外，上述第一种表述中

的“实施种种洗钱行为，以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的行为”的说法，也显得重复繁琐，因为洗钱行为与

掩饰、隐瞒违法所得的来源和性质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上述第二种表述中的“使人无法再了解其犯罪所得

及其产生的收益的真实来源和性质”是很不妥的。因为洗钱犯罪行为的结果是使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

表面合法化，但犯罪所得和收益的真实来源和性质并非无法再了解，果真如此，洗钱犯罪案件就没有了，

规定洗钱罪又有什么意义？应该说上述第三种表述是正确的。它是对刑法第191条所描述的洗钱罪客观方面

行为的高度和恰当的概括。刑法第191条规定了洗钱罪客观方面五种具体行为，但这五种具体行为归根结底

都是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行为。所以，将洗

钱罪的客观方面表述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



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是十分妥当的。 

由上所述，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

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本罪的客观方面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1.本罪的行为对象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从我国

刑法的规定来看，不少犯罪都存在着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但刑法第191条只规定毒品犯罪、黑社会性

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洗钱罪的对象，其他经济犯罪、财产犯罪、贪污贿赂

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均不能成为本罪行为的对象。至于立法者为何作出这种规定，值得研

究。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情况来看，对洗钱对象的规定也不完全相同：有的仅限于毒品犯罪的违法所

得，如香港《贩毒（追讨得益）》第25条的规定即是。有的限制在几类特定犯罪的违法所得的范围内，如

法国新刑法典第222－38条与第225－6条规定，洗钱的对象仅限于毒品犯罪与淫媒犯罪的违法所得。有的则

非常宽，如意大利1993年8月9日颁布的《关于批准和执行欧洲理事会关于洗钱犯罪的非法所得的公约的法

令》规定对于清洗除疏忽大意的过失犯罪外的任何犯罪的非法所得如金钱、财产或者利润的行为予以严

惩。我国刑法关于洗钱行为的对象范围是否应该扩大，需要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予以确定。在刑法没

有修改之前，洗钱罪的行为对象只能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

收益。毒品犯罪，是指能够产生违法所得的各种具体毒品犯罪，包括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走

私制毒物品罪、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罪、非法买卖、运输、携带、持有毒品原植物

种子、幼苗罪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所实施的能够产生非法所得的犯罪，如抢劫

罪、盗窃罪、抢夺罪、敲诈勒索罪、拐卖妇女、儿童罪、绑架罪等。走私犯罪包括现行刑法规定的走私武

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

罪、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罪、走私淫秽物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走私固体废物罪。根据

刑法第191条的规定，洗钱罪的行为对象是上述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

研究，即洗钱行为是必须同时针对上述犯罪的“违法所得”和“违法所得产生的收益”才能构成犯罪，还

是只要清洗了上述二者之一就可构成犯罪。从刑法第191条文中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这一表述来

看，答案应该是前者。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洗钱罪存在的意义则大打折扣。因为实践中同时清洗上述犯罪

的违法所得和违法所得产生的收益的情况并不普遍，大量的情况是或者只清洗上述犯罪的违法所得，或者

只清洗违法所得产生的收益，如果对这些情况都不按犯罪处理，显然不符合立法的初衷。据此，笔者认

为，“违法所得”和“违法所得产生的收益”只要清洗其中之一，就可构成犯罪。 

2.本罪的行为是掩饰、隐瞒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

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具体表现为以下五种方式： 

（1）提供资金帐户。对刑法第191条所规定的“提供资金帐户”，理论上有人将其解释为是指将他人

通过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久违法所得现金、支票存入自己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开设的帐户。[14]笔者认为，对“提供资金帐户”作出如此解释是片面的。“提供资金帐户”，既可以是

将自己在金融机构开设的帐户提供给有关的犯罪分子，也可以是为有关的犯罪分子开立新的帐户，如金融

机构为有关犯罪分子开设帐户即是。因为无论是将自己的帐户供有关犯罪分子使用，还是为有关犯罪分子

开设新的帐户，都使有关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或者产生的收益表面合法化，都具有掩饰、隐瞒有关犯罪分

子违法所得或者产生的收益的性质和来源的作用。 

（2）协助将财产转换为现金或金融票据。这是指为有关的犯罪分子将其通过特定犯罪所得的赃物转换为现

金或金融票据提供便利条件的行为。如行为人将犯罪分子通过特定犯罪所获得的赃物予以购买，或者是介

绍给他人购买；或者是通过拍卖、典当等方式将犯罪分子所得实物变物现金；或者是通过一定的渠道使有

关犯罪分子通过特定犯罪所得财产变为股票、债券、汇票、本票、支票等。 

（3）通过转帐或者其他结算方式协助资金转移。这是指通过转帐、委托付款等结帐方式将有关犯罪

分子通过特定犯罪所获得的资金转移到其他帐户，使犯罪所得混入合法财产之中。 

（4）协助将资金汇往境外。将赃款转移至境外一些“保密银行”是犯罪分子逃避侦查和追缴的有效

方法，也是犯罪分子经常采用的方法。但是，在我国，资金境内外的流通，只有享有将资金调往境外权利

的公民、企业才能做到，一般公民或企业无法办到。因此，凡是享有将资金调往境外权利的个人或者企业

为有关犯罪分子提供帮助将犯罪所得资金汇往境外的，即可以构成本罪。 

（5）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有关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这是指上述四种方法之外

的为有关犯罪分子掩饰、隐瞒违法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如帮助犯罪分子将犯罪所得携带出

境；将犯罪分子所得现金或者实物作为投资纳入自己开办的公司、企业等。 

（三）犯罪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凡已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能实施本罪，此外，单位也可以成为

本罪的主体。 

关于本罪的主体，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分子本人能否成

为本罪的主体，换言之，上述三类犯罪分子掩饰、隐瞒自己上述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

性质的行为，是否构成洗钱罪。对于这一问题，目前的一些刑法著作大多没有作明确论述，但有的著作的

具体似乎认为上述三类犯罪分子掩饰、隐瞒本人上述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

为，也可以构成洗钱罪。如赵秉志教授主编的《新刑法教程》在解释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上述犯罪的违

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时写到：例如将实施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收

入以他人的名义存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将实施上述犯罪的收入混入合法收入中进行投资等等。这些

例子表明，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分子本人能够实施洗钱罪。 

笔者认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分子掩饰、隐瞒本人上述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

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不能构成洗钱罪。其理由是：第一，刑法第191条中所说的“明知”，显然是针

对他人而言的，只有他人才对财产是否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收

益存在着明知不明知的问题，而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分子本人对自己的财产的来源

是心知肚明的，如果这三类犯罪分子本人的自我掩饰、隐瞒行为也可构成洗钱罪，那么，刑法条文中的

“明知”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第二，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分子本人通过一定的方

法掩饰、隐瞒自己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是其实施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走私犯罪后果的必然延伸，正如盗窃以后销赃一样，因此，犯罪分子的前一行为与其洗钱行为之间存在着

吸收关系，对此只能按他所实施的前种犯罪行为定罪处罚，而不能定洗钱罪。 

（四）犯罪的主观方面 

本罪主观方面的罪过形式是故意，即行为人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违法所

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掩饰、隐瞒其性质和来源。如果行为人主观上不知道他人的财产是上述犯罪的违法

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只是其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了掩饰、隐瞒他人上述犯罪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

源和性质的作用，那就不能按洗钱罪定罪处罚。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明知”，不能理解为指确切

地知道，而应该理解为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行为确切地知道他人的财产就是上述三类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

产生的收益；二是行为人虽然不是确切地知道，但是知道他人的财产可能是上述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

的收益。前种情况如犯罪分子本人明确地告知行为人，或者行为人亲眼看到犯罪人获得赃款、赃物的过程

等。后者如行为人听到大家都在议论某人的财产是通过上述犯罪所获得，但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该人实施

该种犯罪，该人也没有明确告诉基财产是通过该种犯罪所得，在此种情况下，而仍然通过一定的方法使其

表面合法化。 

三、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本人掩饰、隐瞒自己上述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

的收益和来源的行为，是否构成洗钱罪 

对于这一问题，目前的一些刑法学著作大多没有明确论述，但有的著作的具体表述似乎认为毒品犯

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分子本人掩饰、隐瞒上述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性质和来

源的行为，也构成洗钱罪。如赵秉志主编的《新刑法教程》在解释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的违法所得

及其性质和来源时写到：例如，将实施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收入以他人的名义存

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将实施上述犯罪的收入混入合法收入进行投资等。[15]这些例子显然表明毒品

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分子本人能够实施洗钱罪。 

（二）接受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分子所赠与的上述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

收益的行为，是否构成洗钱罪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分子将自己通过上述犯罪所得的财产

或者是该财产所产生的收益赠与亲朋好友，其亲朋好友明知对方赠与的是其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

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接受，这种接受赠与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目前刑法理

论上尚无人论及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此行为不构成洗钱罪。因为洗钱罪的本质特征是掩饰、隐瞒毒品犯

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性质和来源，是将上述犯罪分子的“黑

钱”表面合法化，财产的形式上的所有权并不转移，仍属于犯罪分子，而接受赠与的行为使财产的形式上

的所有权发生转移，因此，其行为并不具有掩饰、隐瞒犯罪违法所得的属性。因此，此种接受赠与的行为

不能构成洗钱罪。当然，如果犯罪分子以“赠与”为名，让行为人为其窝藏赃款财物，行为人也明知是赃

款赃物，而为犯罪分子保管、藏匿，可按窝赃罪定罪处罚。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接受赠与的行为虽



然不能构成洗钱罪，但并不意味着接受犯罪分子所赠与的财产是合法的，这些财产就作为赃款赃物予以追

缴。 

四、洗钱罪的认定 

（一）罪与非罪的界限 

区分本罪与非罪的界限，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从洗钱的数额上着手。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本罪

的构成要求洗钱的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但根据不甘第１３条的规定，如果行为人洗钱的数额较少，情节

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则不能按犯罪处理，可以对行为人予以适当的行政处罚。二是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明

知上着手。行为人主观上明知他人的财产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

生的收益，而对其来源和性质进行掩饰、隐瞒的，按犯罪处理，反之，则不能按犯罪处理。 

（二）本罪与相关犯罪的界限 

1.本罪与窝赃罪的界限 

窝赃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的行为。本罪与窝赃罪有一些相同之处：主观

方面的罪过形式都是故意；客观方面的行为对象都是犯罪所得的财物，行为的具体方式中都包括转移方

式；犯罪行为都侵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二者的区别表现在：其一，犯罪客体不完全相同。本罪的客体

是复杂客体，即既侵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也破坏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而窝赃罪的客体则是简单客

体，即只破坏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其二，行为对象的范围不同。本罪的对象是特定的，即只能是毒品犯

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窝赃罪的行为对象则可以是任何犯罪

所得的赃物。其三，作为犯罪行为具体方式的“转移”的性质不同。本罪中的“转移”的性质是掩饰、隐

瞒违法所得的来源和性质，从而使违法所得表面合法化，而窝赃罪中的“转移”是一种空间上的移动，即

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其作用是使司法机关无法追缴。在司法实践中，对于那些将毒品犯罪、黑社

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的赃物只是进行空间上的移动，而不具有清洗脏钱作用的转移行

为，不能按本罪定罪处罚，只能按窝赃罪处理。其四，主体不同。本罪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

位，而窝赃罪的主体则只能是个人。 

2.本罪与销赃罪的界限 

销赃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收购或代为销售的行为。本罪与销赃罪都是故意犯罪，行

为的对象都包括犯罪的违法所得，行为都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它们之间的区别表现在：其一，犯罪

客体不尽相同。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而销赃罪的客体则是简单客体。其二，行为的对象不同。本罪的

对象仅限于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销赃罪的对象则是

这三类犯罪以外的犯罪所得。如果行为人故意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是上述三类犯罪所得的财物，则构成本

罪；如果行为人故意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是其他犯罪所得的财物，则构成销赃罪；如果行为人误认为上述

三类犯罪所得的财物是其他犯罪所得的财物，而予以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因为缺乏洗钱罪的犯罪故意，

也应按销赃罪处理。其三，行为的方式不同。虽然本罪的行为方式也可以是收购或者代为销售赃物，但除

了此种方式外，本罪的行为方式还包括提供资金帐户，通过转帐或者其他方式协助将资金转移，协助将资

金汇往境外等。其四，犯罪的主体不同。本罪的主体不同。本罪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而销售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 

3.本罪与窝藏毒赃罪的界限 

窝藏毒赃罪，是指行为人明知是毒品犯罪所得的财物，而为犯罪分子窝藏、转移、隐瞒的行为。本罪

与窝藏毒赃罪的主观方面都是故意，客观方面的行为对象都可以是毒品犯罪所得财物。二者的主要区别表

现在：其一，客观行为的内容不同。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掩饰、隐瞒毒品犯罪所得的财物及其产生的收

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即将赃物表面合法化；而窝藏毒赃罪则表现为窝藏、转移、隐瞒毒品犯罪所得的

财物，财物的非法性质没有表面合法化。其二，主体不同。本罪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而

窝藏毒赃罪的主体只能由个人构成。 

（四）本罪与“上游犯罪”共同犯罪的界限 

区分本罪与“上游犯罪”共同犯罪的界限，关键看行为人与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

罪分子事前有无通谋。如果行为人事前与上述犯罪分子有通谋，事后又实施了洗钱行为，则构成上述犯罪

的共同犯罪；如果事前没有通谋，事后实施洗钱行为，则构成洗钱罪。 

（五）一罪与数罪的界限 

在司法实践中，有的行为人既收购或者代为销售了他人通过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走私犯

罪所得的赃物，也收购或代为销售了他人通过其他犯罪所得的赃物，对此，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别按



一罪或数罪处理：如果行为人一次性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赃物中既包括他人通过上述三类犯罪所得的赃

物，也包括其他犯罪所得的赃物，那么，应按本罪一罪处理，这种情况属想象数罪。如果行为人一次收购

或者代为销售了某一犯罪分子的上述犯罪所得的赃物，另一次又收购或者代为销售了该犯罪分子的其他犯

罪所得的赃物，或者收购了或代为销售了甲的上述犯罪所得的赃物，又收购或代为销售了乙的其他犯罪所

得的赃物，则按照本罪和销赃罪实行数罪并罚。 

司法实践中还存在着这样的情况：行为人既实施了洗钱行为，也实施了提供虚假证据证明“上游犯

罪”的违法所得是合法收入的行为。对此类案件也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作出不同的处理：如果行为人的

洗钱行为尚未被发现，当司法机关向其搜集“上海犯罪”分子的犯罪证据时，行为人故意向司法机关提供

虚假的证明，证明某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是正当收入，那么，对行为人应按洗钱罪和伪证罪实行数罪并

罚；如果行为人实施的洗钱行为已被司法机关以洗钱罪追究刑事责任，在侦查、审理过程中，行为人提供

虚假的证明材料，证明自己的行为对象是他人的正当所得，对此，应按洗钱罪一罪处理。 

（本文原发表在《法商研究》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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