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庚南：现金存取登记新规
影响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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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庚南 

 

按照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三部门于节前联合印发的《金融机构客

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从 2022 年 3 月 1 日起，“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

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为自然人客户办理人民币单笔 5 万元以上或者外币等

值 1 万美元以上现金存取业务的，应当识别并核实客户身份，了解并登记

资金的来源或者用途。” 

尽管在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快速发展的当下，居民在日常交易使

用现金的情况已经很少了，但现金却是洗钱、行贿受贿等非法活动的通道。

因此，对大额现金的管理一直是监管部门反洗钱的抓手。如何解决现金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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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资金流向“嗅觉”消失问题，是长期以来监管部门孜孜以求的目标。 

这一规定对老百姓有何影响？ 

《办法》针对的是洗钱行为。其基本出发点是为了适应国内金融业务

发展创新、国际反洗钱标准不断变化，发挥反洗钱在建设现代金融体系、

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等领域中的作用。旨在提升我国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

防范能力，提升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水平，不断完善反洗钱监管制度以实

现与反洗钱国际标准的接轨。 

这似乎与普通老百姓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洗钱者有可能“乔装打

扮”为普通老百姓。为最大可能地防范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在洗钱活动

日益猖獗的情况下，相关部门有必要将资金监测的范围扩大到监管有能力

覆盖的程度，比如为了防范新冠病毒及其变异毒株的传播而需进行全员核

酸检查，尽管很多人“骑”的是“绿马”。 

《办法》明确了金融行业反洗钱义务主体范围及各金融行业客户尽职

调查具体要求。其中，直接与老百姓相关的，大致包括三方面的要求：一

是要求金融机构对客户的真实身份进行核实。二是要求金融机构对客户存

款的资金来源进行核实。三是要求金融机构对客户取款的资金用途进行核

实。上述“三核实”主要是通过客户在存取款时填写“大额现金业务登记

表（存款）“大额现金业务登记表（取款）” （见下表），依托银行大数

据及客户提供的身份信息证明等信息比对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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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个人客户，在填写“大额现金业务登记表（存款）

“大额现金业务登记表（取款）”有关来源与用途选项的时候，虽然是自

主勾选，但并不意味可以随意勾选，而应据实填写。因为大数据会将你勾

选的内容与你账户的日常交易记录进行比对分析。若被银行监测系统发现

有明显异常，你有可能成为反洗钱重点关注的对象，惹上不必要的麻烦。 

总体上，关于存取款新规需要澄清几个模糊认识是：一是 5 万元（或

1 万美元）以上存取款需登记，并不违背“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

息，为储户保密”的原则。“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并非是无任何前提、

条件的，《办法》明确“金融机构不得为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服务或者与其

进行交易，不得为客户开立匿名账户或者假名账户，不得为冒用他人身份

的客户开立账户。”同时要求，金融机构应当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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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逐步实现以电子化方式完整、准确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信息，

依法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防止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缺失、损毁，

防止泄漏客户身份信息及交易信息。二是 5 万元（或 1 万美元）以上存取

款的登记要求，并不影响 5 万元（或 1 万美元）以上更大金额的交易。当

然还需遵循各家银行对大额现金存取的具体要求，比如超过一定金额需提

前预约。三是 5 万元（或 1 万美元）以上存取款的登记要求并不适用于通

过银行卡、网银等渠道的转账交易。其实，所谓的登记，就是为了留下资

金跟踪的路径，而转账本身就具有清晰的路径，自然不存在登记的问题。 

实际上，在当前支付渠道和手段非常丰富的情况下，现金支付几乎可

以不用，除非在通讯的山区，或金额极小的交易。所以，大额现金登记最

根本的目的是，防止“现金”这条河断了资金跟踪的路径。谁最需要借助

现金这条河来逃避跟踪？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洗钱、恐怖融资等非法行

为。 

值得关注的是，也是最让老百姓担心的是，存取款登记用途到底要不

要提供相关证明，还是简单地勾选即可。如果需要提供相关证明，显然老

百姓不乐意，实际上也会使交易更麻烦，与便捷化交易的趋势不相容；如

果仅仅是简单的勾选，其有效性显然存在问题。这或是制度需要进一步完

善的方向。 

真正面临挑战的是金融机构 

毫无疑问，《办法》直击洗钱、恐怖融资等非法活动，将极大地压缩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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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恐怖融资等非法活动的空间。但同时也对相关金融机构也提出了更多

的要求和挑战。 

早于 2007 年，央行等部门就联合印发了《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

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只不过监控的起点在不断下移，

监控的范围在不断拓展（从银行机构向非银行机构，非银机构由部分向其

他进一步拓展）。此次出台的《办法》是结合国际反洗钱新形势及国内金融

创新快速发展，对 2007 年办法的完善。修改后的规章名称及正文中以“客

户尽职调查”一词取代了“客户身份识别”，充分体现了压实金融机构反

洗钱责任的监管导向。 

一是面临现有自助系统升级改造的压力。最直接的就是 ATM 自助银

行机具改造问题。从《办法》规定的 5 万元（或 1 万美元）以上现金存取

需填写“大额现金业务登记表（存款）“大额现金业务登记表（取款）”

的程序看，所谓的登记手续主要是针对银行柜台业务的。那么，客户通过

ATM 机进行存取款，显然难以完成上述登记手续。这显然是一个需要解决

的 BUG。 

二是面临提升数字金融技术水平的压力。《办法》要求金融机构应当在

总部层面对客户尽职调查、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工作作出统一部

署或者安排，制定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信息共享制度和程序；要求金融机

构识别客户身份，并通过来源可靠、独立的证明材料、数据或者信息核实

客户身份。这些都对金融机构数字化水平提出了挑战。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70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