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 
 

2021 年 12 月 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自 2022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反有组织犯罪法》共九章七十七条，系统总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实践经验，保障在法治轨道上常态

化开展扫黑除恶工作。 

 

亮点一：依法从严惩治黑恶犯罪  

《反有组织犯罪法》明确了有组织犯罪、恶势力组织的概念，对恶势力组织可以适用法律规定的惩治和防范

措施，并明确了利用网络实施有组织犯罪、“软暴力”行为的定性。 

 

亮点二：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坚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保障“打伞破网”，《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五章对国家工作人员涉有组织犯罪的处理作出了规定，将查办国家工

作人员涉有组织犯罪明确为反有组织犯罪工作重点。 

 

亮点三：严防黑恶势力渗入基层 

为防止黑恶势力向基层组织渗透，对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换届选举中的联审机制作了规定，明确民政部门应

当会同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对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发现因实施有组织犯

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及时作出处理。 

 

亮点四：防止未成年人遭受侵害 

近年来，黑恶势力侵害未成年人的行为严重危及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为防止未成年人遭受侵害，《反有组

织犯罪法》落实各方责任，加强对涉未成年人的有组织犯罪的惩治。 

 

亮点五：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 

涉案财产处置是扫黑除恶案件办理中的关键环节，为铲除有组织犯罪的经济基础，实现“打财断血”，防止

黑恶势力死灰复燃，《反有组织犯罪法》作了一些新的规定。 

 

亮点六：保障涉案单位个人权益 

《反有组织犯罪法》强调反有组织犯罪工作应当依法进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和组织的合法权益。 

 

金融机构的法律义务与责任 

为防止有组织犯罪活动的违法所得通过金融系统实施转移和隐匿，《反有组织犯罪法》明确规定了金融机构

的法律义务，即金融机构应当履行反洗钱义务，发现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可疑交易活动的，经调查不能排除洗钱

嫌疑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同时，金融机构应依法协助公安机关查询嫌疑人员的财产信息，并协助公安

机关对有关涉案财产采取紧急止付、临时冻结、临时扣押的紧急措施。否则，金融机关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