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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FATF	2013 年評鑑方法論
( 摘錄與 NPO 有關部分 )

採取以風險為基礎之方法

8.1	各國應：

 (a)  因為非營利組織並非本質上即存有高風險 ( 有些也許有一

點風險或者有些完全沒有風險 )，在不影響「建議第 1 項」

要求的前提下，確認符合 FATF 所定義 1 非營利組織之類

型，並運用所有相關來源之資訊，對於非營利組織依其組

織活動及特色，辨識可能有被濫用於資恐風險之非營利組

織其特徵和類型 2；

 (b)  確認恐怖組織對於具有資恐風險之非營利組織所造成威脅

之性質，並瞭解恐怖分子如何濫用該等非營利組織；

附錄 6

FATF	2013 年評鑑方法論 ( 摘錄與 NPO有關部分 )

1  此項建議目的，所指稱之非營利組織意指法人或法律協議或組織主要從事募集或分配資金，且以慈善、

宗教、文化、教育、社交或友愛為目的，或為執行其他型態之「善事」。
2 例如，此資訊可以由監理機關、稅務機關、金融情報中心、捐助機關、執法機關及情報機關提供。

名詞定義 非營利組織 Non-profit organisations

FATF 第 8 項建議所稱非營利組織，係指法人或法律協議或組織主要從

事募集或分配資金，且以慈善、宗教、文化、教育、社交或友愛為目的，

或為執行其他型態之「善事」。

建議第 8 項 非營利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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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為對已辨識的風險採取適當及有效的作為，檢討可能有被

濫用於資恐之組織類型相關措施（包括法律及規定）之適

足性；和

 (d)  定期重新評估非營利組織，檢視其對恐怖分子活動所暴露

潛在弱點相關新資訊，以確保措施之有效執行。

持續聯繫商討有關資恐議題

8.2	各國應：

 (a)  對非營利組織之行政及管理，有明確政策以提升其責任、

廉潔及公眾對其之信心；

 (b)  鼓勵或展開宣導和教育計劃，以提高和加深非營利組織之

意識，並使捐助團體瞭解非營利組織可能被濫用於資恐之

弱點及其資恐風險，以及非營利組織可以採取何等防範措

施以保護其免受濫用；

 (c)  與非營利組織共同合作制定最佳範例，以揭示資助恐怖主

義之風險和弱點，從而保護非營利組織免受資恐之濫用；

和

 (d)  鼓勵非營利組織透過合法之金融管道進行交易，在可行的

情況下，謹記金融部門在不同國家和不同領域，對於急難

救助和人道關切的程度有所不同。

針對非營利組織進行以風險為基礎之目標性監督或監理

8.3		各國應採取措施以提升監督或監理效率，並彰顯其針對以風險

為基礎之措施，適用於被資恐濫用之非營利組織。3

8.4	適宜機關應：

 (a)  監督非營利組織遵守本項建議的要求，包含依準則 8.34 要

求下所適用以風險為基礎之措施；和

 (b)  對於違反規定之非營利組織或其代表人能施以有效、合乎

比例且具勸阻性之處罰。5

有效蒐集資訊及調查

8.5	各國應：

 (a)  確保所有持有非營利組織相關資訊之適宜機關或組織能夠

有效的合作、協調及分享資訊；

 (b)  針對疑似可能被利用或積極支持恐怖組織活動或恐怖主義

之非營利組織者，有調查及進行檢查的專業及能力；

 (c)  確保在調查過程，能充分取得特定非營利組織的管理資訊

（包含財務和專案資訊）；和

 (d)  建立適當機制確保當有可疑或合理懷疑的特定非營利組織

具備下列情事時，相關資訊應及時與權責機關分享，以採

取預防措施或調查行動：

3  某些適用於非營利組織之措施範例詳見建議 8 註釋第 6(b) 項，係依所辨識之風險決定全部或部分適用。

既存的規則或其他措施有可能已足夠呈現現存轄區內之非營利組織資恐風險，然而仍需針對具資恐風

險之部門定期重新評估風險。
4 在本文中，規則與規定涵蓋適用於自律團體及特許機構的規則及標準。
5  該等處罰範圍涵蓋凍結帳戶、解除受託人地位、罰款、撤銷證照、撤銷許可及撤銷登記。前揭處罰不

應排除對非營利組織或其代表人所應併行之民事、行政或刑事裁罰或處罰。

由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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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涉及被資恐濫用和／或為恐怖分子籌募款項的前台；

(2)  正被利用為資恐的管道，包含以規避財產遭凍結為目的，或其

他方式支持恐怖分子；或

(3)  為了恐怖分子或恐怖組織利益，掩飾或模糊原本用於合法的資

金，進而秘密地將資金移轉。

就國際對於非營利組織關切之資訊所提出之請求，有能力回

應

8.6		各國應建立適當之聯繫窗口及作業程序，以回應有關特定非營

利組織疑似資助恐怖分子或其他支持恐怖分子作為相關資訊的

國際請求。

直接成果 10
防制恐怖分子、恐怖組織及資恐者籌募、搬移及使

用資金，並濫用非營利組織。

具有效能之系統特性

恐怖分子、恐怖組織及恐怖分子之支援網路能夠被辨識，並剝奪

其資助或支援恐怖分子活動和恐怖組織之資源與工具。這涵蓋對

於被聯合國安理會或由國家或區域處罰機制所指名之人及團體適

當地實行目標性金融制裁。該國亦應對資恐風險有所瞭解，並採

取適當及合比例的行動作為以降低該等風險，包括防制最容易被

恐怖分子濫用以籌募及搬移資金之單位及方式。最終要減少資恐

之金流，以防制恐怖分子行動。

本項結果主要與「建議第 1、4、6 及 8 項」有關，以及「建議第

14、16、30-32、37、38 及 40 項」之要素有關。

評鑑員注意事項

評鑑員在評鑑本項直接成果時，亦應考量權責機關參與國際合作

的相關發現。

判定成果是否達成所考量的核心議題

10.1  該國如何執行目標性金融制裁，依據 (i) 聯合國安理會第

1267 號決議案及其後續決議案，(ii) 聯合國安理會第 1373

號決議案（於跨國家或國家層級，無論是否基於國家自身的

提議或經過檢視使他國的請求能生效）？

由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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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在不干擾及阻止非營利組織合法活動之情形下，該國對於已

被辨識出有遭資恐濫用的非營利組織，所採取措施的聚焦性、

合乎比例及與以風險為基礎方法一致性之程度為何？

10.3  恐怖分子、恐怖組織及恐怖分子資助者被剝奪（不管是透過

刑事、民事或行政程序）有關資恐活動之資產及工具的程度

為何？

10.4 以上措施符合整體資恐風險剖析之程度為何？

a)	支持核心議題結論的資訊範例

1.  執法、金融情報中心及反恐權責機關之經驗（諸如顯示資恐者

正尋求替代性方式以募集／轉移資金之趨勢；顯示恐怖組織在

該國募集資金面臨困境之情報／來源報告）。

2.  制止發生及沒收之實例（例如有重要案例制止恐怖分子、恐怖

組織或資恐者募集、搬移及使用資金或他們的資產被扣押／沒

收；調查並制止非營利組織被恐怖分子濫用）。

3.  目標性金融制裁資訊（例如依據聯合國安理會或其他指名機構

所發布目標性金融制裁之對象及帳戶；所做之指名【關於聯合

國安理會決議案第 1373 號】；資產凍結；拒絕之交易；指名

個別對象所需時間；依據指名執行凍結資產所需時間）。

4.  對於已被國家辨識出有遭資恐濫用風險的非營利組織，其持續

宣導及以風險為基礎的目標性監理及監督之資訊 ( 例如檢視並

監督非營利組織部門之頻率（包括風險評估）；對非營利組織

打擊資恐相關措施與趨勢之投入及宣導（包括發布指引 ) 之頻

率；對非營利組織所採取之改善措施及制裁）。

b)	支持核心議題結論的特定因素範例

5.  該國採取何種措施以確保毫不遲延的執行目標性金融制裁？這

些指名及義務如何及時傳送給金融機構、指定之非金融事業或

人員及一般大眾？

6.  如何執行程序及機制以 (i) 辨識指名／列名目標；(ii) 凍結／

解凍；(iii) 除名；(iv) 同意豁免？相關資訊如何妥為蒐集？

7.  運用聯合國安理會第 1267 及 1373 號決議案所提供之規範，

以凍結並防止恐怖分子金流之程度為何？

8.  對於因授權而批准或核可動用被指名單位財產之系統，如何遵

循相關聯合國安理會相關決議案（如第 1452 號決議案及其後

續決議案）之規範？

9.  權責機關用以鎖定恐怖分子資產之方法為何？資產追查、財務

調查及暫時性措施（如凍結及扣押）作為輔助性方法之程度為

何？

10.  以下四個要素被用於辨識、預防及打擊非營利組織遭資恐濫用

的程度為何：(a) 持續宣導，(b) 以風險為基礎的目標性監理及

監督，(c) 有效調查及資訊彙集，(d) 國際合作的有效機制。在

保護非營利組織不被資恐濫用及不干擾及阻止合法慈善活動之

情形下，所採取措施的聚焦性、合乎比例及與以風險為基礎方

法一致性之程度為何？

由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授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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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對於可疑被濫用或主動支持恐怖活動或恐怖組織的非營利組

織，所採取適當的調查、刑事、民事或行政作為、合作及協

調機制之程度為何 ? 是否有適當的機關具有適當的資源展現宣

導、監督、監理及調查義務的有效性？

12.  非營利組織如何瞭解自身弱點，並採取措施以保護自己免於恐

怖分子濫用之威脅？

13.  有其他調查、起訴或司法程序以提升或阻礙辨識、追查及剝奪

有關恐怖分子、恐怖組織或資助恐怖分子之資產及工具？

14.  相關權責機關是否有足夠資源以充分地執行工作或處理資恐風

險？

15. 資恐相關活動之處理在資源分配上如何給予優先？

由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授權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