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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预防恐怖融资及有关违法犯罪活动，防范社

会组织恐怖融资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

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

记，通过筹集和使用资金开展公益活动的基金会、社会团体

和社会服务机构。

第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民政部对本办法第二条规

定的社会组织定期开展恐怖融资风险评估，及时更新对相关

社会组织面临的恐怖融资风险的认识，识别其恐怖融资风险

的性质。

开展社会组织恐怖融资风险评估时，中国人民银行、民

政部同时审查相关社会组织所采取的防范恐怖融资风险措

施的完备性。

第四条 中国人民银行、民政部按照风险为本方法，基

于社会组织恐怖融资风险状况，采取与风险相匹配的有针对

性、适当的风险防范措施。对于识别为低恐怖融资风险的社

会组织，可以以宣传培训为主，无需采取额外的风险防范措

施。对于可能面临恐怖融资风险的社会组织，监督、监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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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社会组织的合规情况，防止其被恐怖活动组织或者恐怖活

动人员利用进行融资。

对社会组织采取恐怖融资风险防范措施前，中国人民银

行、民政部应当充分考虑、评估现行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

以及社会组织内部治理对恐怖融资风险的缓释作用，避免相

关措施影响社会组织合法活动。

第五条 民政部门应当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

构、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开展反恐怖融资宣传培训，引导

社会组织提高反恐怖融资意识，通过合法金融渠道或者以其

他合法方式开展资金交易活动。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应当推动金融机构了解社

会组织功能、特征及其恐怖融资风险状况，指导金融机构按

照风险为本方法对社会组织采取相匹配的风险管理措施。

第六条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与民政部门共享

社会组织的登记信息、管理信息、财务信息、项目信息、依

法律法规授权可获取的资金交易信息和其他风险信息。

第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设区的市级以上派出机

构发现涉嫌恐怖融资可疑交易活动需要调查核实的，可以按

规定向社会组织开展调查，并将调查结果通报相关民政部

门。

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民政部门有合理理由怀疑

社会组织涉嫌恐怖融资等犯罪活动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

报告，并相互通报情况。

第八条 中国人民银行、民政部依法开展社会组织反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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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融资国际合作。

第九条 社会组织应当提高对恐怖融资风险的认识，加

强内部控制程序和财务管理措施，完善内部治理，提高自身

业务和资金的透明度，防止被恐怖融资或其他非法活动利

用。

第十条 社会组织应当通过合法金融渠道或者以其他

合法方式开展资金交易活动。

第十一条 社会组织在境外开展活动时应关注相关地

区的恐怖活动及恐怖融资风险状况。

社会组织与境外非营利组织建立合作关系或者发生资

金交易时，应当采取合理措施，确认境外非营利组织的身份、

业务、资质和信誉状况，评估其是否有能力将资金用于公益

目的，防止被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利用进行融资。

社会组织与境外非营利组织在我国境内合作开展活动

的，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

理法》的有关规定。

第十二条 社会组织应当依法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并接

受社会监督。

第十三条 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依法保护国家

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信息。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社会组织涉嫌恐怖融

资活动，有权向公安机关举报。

第十五条 社会组织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的，由民

政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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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

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依法查处。涉嫌构成犯罪的，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社会组织的境外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应当

在驻在国家（地区）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执行本办法的规定。

驻在国家（地区）有更严格要求的，遵守其规定。如果本办

法的要求比驻在国家（地区）的相关规定更为严格，但驻在

国家（地区）法律禁止或者限制境外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实施本办法的，社会组织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及所在地中国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报告。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民政部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施行。《社会组织反

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银发〔2017〕261 号文印发）

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