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有组织犯罪法科普

为了保障扫黑除恶斗争在法治轨道上常态化开展，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自 2022 年 5 月 1 日正式施行。

反有组织犯罪法六大亮点

亮点一、依法整治黑恶犯罪

对有组织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和骨干成员，应当严格掌握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减刑、假释和

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条件，充分适用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罚金等刑罚。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或者恶势力组织的首要分子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应当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异地执行刑罚。

对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被判处刑罚的人员，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可以决定其自刑罚执行

完毕之日起，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公安机关报告个人财产及日常活动。报告期限不超过五年。

亮点二 、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国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的，应当全面调查，依法作出处理：

（一）组织、领导、参加有组织犯罪活动的；

（二）为有组织犯罪组织及其犯罪活动提供帮助的；

（三）包庇有组织犯罪组织、纵容有组织犯罪活动的；

（四）在查办有组织犯罪案件工作中失职渎职的；

（五）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干预反有组织犯罪工作的；

（六）其他涉有组织犯罪的违法犯罪行为。



国家工作人员组织、领导、参加有组织犯罪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亮点三、严防黑恶势力渗入基层

中华人民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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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内容包括，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涉有组织犯罪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具体类型，明确对于这些行为，

应当全面调查，依法作出处理；并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组织、领导、参加有组织犯罪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对监察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加强协作配合，建立线索办理沟通机制作

了规定；对依法查办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得有的行为作出规定，明确底线禁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第十二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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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防止未成年人遭受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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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未成年人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境外的黑社会组织，教唆、诱骗未成年人实施有组织犯罪，或者

实施有组织犯罪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教唆、诱骗未成年人参加有组织犯罪

组织或者阻止未成年人退出有组织犯罪组织，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从重处罚。

亮点五、防止黑恶势力死灰复燃

规定了财产调查制度，办案机关可以全面调查涉嫌有组织犯罪的组织及其成员的财产状况；明确被告

人实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定罪量刑事实已经查清，有证据证明其在犯罪期间获得的财产高度可能属于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孳息、收益，并且被告人不能说明财产合法来源的，应当依法予以追

缴、没收。

亮点六、保障涉案单位个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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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大保护措施：

（一）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二）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三）禁止特定的人接触被保护人员；

（四）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五）变更被保护人员的身份，重新安排住所和工作单位；

（六）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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