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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北地區規

模化電騙園區

被全部剷除，

但緬甸的大小詐騙園區不只散布在緬北，還有東

北、東部、東南部等地。內地多位權威專家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目前來看，電騙已呈蔓延

趨勢，在東南亞多國、中東迪拜等均有電騙園區，

規模、園區制度等與緬甸詐騙園區類似，未來不排

除會蔓延至歐美地區。專家認為，針對這一「國際

毒瘤」，需國家間加強司法合作，成立聯合執

法辦公室，打通執法權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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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電騙新趨勢新特點近期電騙新趨勢新特點
▶跨國組織特徵明顯
詐騙集團組織嚴密，有的實施封閉式管
理，通過暴力手段對窩點底層人員實施非法
控制。同時，詐騙頭目和骨幹指揮境內人員從
事App製作開發、引流推廣、轉賬洗錢等各類
違法犯罪，境內境外銜接緊密。

▶詐騙手法加速翻新
詐騙分子緊跟社會熱點，迎合個人喜好，為各年
齡段、各職業背景、各學歷層次的人量身定製詐
騙劇本，受騙群體廣泛。

▶攻防對抗不斷升級
詐騙集團利用區塊鏈、虛擬貨幣、AI智能等
新技術，不斷更新升級犯罪工具。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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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綜合報道）近日，
中國25歲模特兒楊澤琪家屬在社交平台求助，稱楊
澤琪於2024年12月20日在泰緬邊境失聯，與演員王
星失聯經歷極度相似。10日，楊澤琪家屬通過微博
賬號「古德牟寧」表示，楊澤琪的父親楊海濤已於
當日順利到達曼谷與當地律師團隊（泰國文華律師
事務所）會面，並立刻前往當地警察局報案。在文
華律所公布的視頻中，楊爸爸表達了對孩子的牽掛
與擔憂，他說：「作為一名軍人，軍隊教導我一不
怕死，二不怕苦，可這次我真怕了，我怕再也找不
到我的兒子。」
根據此前紅星新聞報道，中國駐清邁總領事館曾

表示已接到楊澤琪家屬來電，並建議家屬在失聯地
報警。報警時持有相關定位證據，證明失聯者是入
境泰國後失聯。在泰國當地警方立案後，總領館將
立即跟進敦促，泰國警方會依法調查。
10日， 楊爸爸在落地泰國後立刻前往了泰國素萬

那普機場警察局，中泰警方對於楊澤琪失蹤案非常
重視，積極幫忙協調、調查。「古德牟寧」表示，
期待盡快聽到楊澤琪的好消息，「家人朋友包括楊
澤琪收留的狗狗們都在等他回家。」
楊爸爸則通過視頻表達了對於早日與孩子團圓的
期盼：「這是我第一次出國，歷經5個小時終於到達
了泰國，希望大家能幫我早日找到孩子，謝謝。」

近日，中國演員王星在泰緬邊境失聯一事引發廣泛關

注，據泰國當地媒體報道，王星是在泰國湄索縣換車之

後失聯，最後泰國警方在隔河相望的緬甸城市妙瓦底發

現了他。坊間傳聞，妙瓦底是緬甸電騙產業「終點

站」，如果有人不幸被騙至那裏，幾無生還可能。那

麼，妙瓦底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長期政治動盪 黃賭毒騙氾濫
「緬北地區，包括馬圭、曼德勒、實皆等省和欽邦、

克欽邦、撣邦等組成。地形複雜，也是緬甸重要的少數

民族聚集區。」曾多次在泰國湄索從事田野調查的中國

傳媒大學青年學者、中國人權發展基金會特邀理事李理

告訴香港文匯報，妙瓦底位於緬甸東部，是緬甸第二大

港口，與泰國隔河相望，三面都是河流。

1886年，受英國殖民統治挑撥，緬甸135個民族分裂

成百餘個武裝勢力，其中，緬北、緬東等武裝勢力長期

脫離緬甸政府的控制。由於受政治動盪、武裝衝突、制

裁措施等因素影響，導致貧困率高、人均收入低、教育

醫療水平差。實際上，在電騙犯罪出現之前，當地就已

有文物走私、販毒等犯罪活動。2021年2月之後，電騙

集團入駐緬東，臭名昭著的KK園區就位於妙瓦底，此

外還有大象園區、鳳凰園區等百餘個詐騙園區，當地

黃、賭、毒氾濫。

豬仔慘遭榨乾 武裝人員待命
不同於緬北，妙瓦底由緬甸軍政府扶植的克倫邊防軍

和地方武裝共同管轄，這些人與電騙集團結成互利共生

的關係，一旦有受害者進入妙瓦底，負責押運的都是荷

槍實彈的武裝人員。等到進入園區，四周都是高牆電

網，全副武裝的打手時刻待命，再加上妙瓦底獨特的地

理位置，更讓人插翅難飛。「被騙到緬北還有可能生還

甚至被救出來，但被騙到妙瓦底，除非有外力介入，否

則基本沒有逃出來的可能性。」李理介紹，受害者會被

榨乾所有利用價值，但絕不會放人。

「行走的人民幣」養活緬軍政府
另外，緬甸官方數據顯示，2024至2025財年，緬甸

平均通貨膨脹率將達到13.65%，物價還在上漲，普通

人更難生存，在此背景下，電騙帶來的收入成為當地軍

政府「救命稻草」。李理說，中國人在當地詐騙園區能

夠賣到10萬至20萬人民幣的價格，甚至更高，這對當

地民眾而言可謂是天價，而當地園區對送中國人到園區

的民眾也有獎勵，「所以中國人在當地就是『行走的人

民幣』，這毫不誇張。」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媒體報道，陳奕迅世界巡迴
演唱會主辦方10日宣布，「考慮到近期中國公民
以及來自各地歌迷朋友前往泰國的安全問題」，
決定取消原定2月22日在曼谷舉行的演唱會，並
全額退票。

上海聖峰文化演藝公司官方微博10日公告指，
「觀眾朋友們的安全至上，是我們最為關切
的」。經與陳奕迅、經紀人團隊及曼谷相關執行
公司等討論，決定原定2月22日曼谷站將取消舉
行。公告發布後，10個工作日內完成退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公安部10
日在京召開專題新聞發布會，新聞發言人張明在回應
近期廣受關注的緬北涉華電信網絡詐騙這一焦點問題
時表示，中國自2023年7月起開展打擊緬北涉華電騙
專項行動，截至2024年底，已累計抓獲中國籍涉詐犯
罪嫌疑人5.3萬餘名，徹底摧毀臭名昭著的緬北果敢
「四大家族」犯罪集團，臨近中國邊境的緬北地區規
模化電騙園區被全部剷除。目前，「四大家族」犯罪
集團案件已陸續進入訴訟環節。不過，當前犯罪形勢
依然嚴峻複雜，且攻防對抗不斷加劇升級。

緬北電騙園區全部剷除
張明介紹，2023年7月內地開展專項行動以來，公

安部依託中緬執法安全合作機制，指揮雲南、浙江等
多地公安機關聯合作戰，全力開展案件偵辦。截至
2024年底，已累計抓獲中國籍涉詐犯罪嫌疑人5.3萬
餘名，徹底摧毀臭名昭著的緬北果敢「四大家族」犯
罪集團，臨近中國邊境的緬北地區規模化電騙園區被
全部剷除，專項工作取得階段性重大戰果，帶動全國
電騙立案數和損失大幅下降。

不過，談及電騙犯罪目前呈現的新形勢，張明指
出，儘管打擊治理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但當前犯罪
形勢依然嚴峻複雜。她提到，案件仍處高發期、跨國
有組織特徵明顯、詐騙手法加速翻新、境外窩點規模
仍然龐大、攻防對抗不斷加劇升級。同時，詐騙集團
組織嚴密，境內境外銜接緊密。

中方保持嚴打高壓態勢
張明表示，針對嚴峻複雜的電騙犯罪形勢，內地公
安機關將縱深推進「雲劍」「斷流」「拔釘」等專項
行動，持續保持嚴打高壓態勢；對境外詐騙窩點，全
面開展國際執法合作，堅持不懈盯着打、追着打，堅
決摧毀境外詐騙窩點，通緝重大涉詐逃犯；對境內黑
灰產團伙，深入開展偵查研判，不間斷組織集群戰役
和區域會戰，全面起底和清理境內推廣引流、轉賬洗
錢等涉詐黑灰產，堅決斬斷境內犯罪關鍵鏈條。她強
調，公安部還將會同有關部門持續推進行業治理，全
面加強預警防範，織嚴織密防控網絡，最大限度預防
案件發生，切實保護民眾「錢袋子」。

果敢「四大家族」案入訴訟環節
公安部：電騙犯罪形勢仍嚴峻

「實際上，在緬甸東北、東部、東南部都有詐騙園
區，只是緬東妙瓦底更危險。他們的選址也很講

究，比如靠近河流、周邊是農田或曠野，園區本身無一
例外都是高強電網、看守嚴密。」內地一位資深刑偵專家
告訴香港文匯報，近年來，在中國持續打擊下，中國境內
電騙分子開始逐步向東南亞等地區轉移。特別是2023年內
地開展打擊電騙專項行動以來，緬北地區規模化電騙園區
被全部剷除，緬甸國內一些電騙集團逐漸轉向緬東，「這
也導致緬東妙瓦底電騙犯罪更加猖獗。」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東南亞

研究中心主任許利平告訴香港文匯報，目前來看，電騙犯
罪開始針對特定人群，已經從普通民眾上升至演員、模特
兒等特定人群，詐騙手段也更加精細化，更具有誘騙性。他
還指出，電騙犯罪的受害者以華人為主，但也有新加坡、泰
國、印尼等其他國家的公民。

迪拜成新根據地 賣豬仔或至歐美
此外，電騙當前已呈蔓延趨勢，在東南亞多國、中東等均

有電騙園區，規模、園區制度、管理等均與緬甸詐騙園區類
似。其中，迪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新的電騙根據地。許利平
認為，電騙已成「國際毒瘤」，未來不排除蔓延到歐美。特
別是隨着犯罪分子詐騙手段不斷翻新，甚至運用高科技進行
詐騙，預料未來會需要計算機專業、金融專業等多領域專業
人士，不斷更新詐騙手段。
那麼，猖獗的電騙犯罪未來能否徹底剷除？許利平認為，

目前來看較為困難，「主要原因在於這不是雙邊問題，而是
多邊問題。不只涉及中國，還涉及泰國、緬甸等國家，而更
深層次還是緬甸內部的政治問題。比如，妙瓦底在當地是由
邊防軍和地方武裝共同管轄，治理能力較為低下。所以治理
電信網絡詐騙不可能一蹴而就。」

採科技手段打擊 需多國聯合行動
「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的一個重要問題是跨境
問題，中國警方在境外沒有執法權，而服
務器在境外的電子證據易損、易刪、易
破壞，這也導致證據固定難，且調證
難、周期長。」對於國家間合作打
擊電騙犯罪，上述資深刑偵專家表
示，國際執法還涉及法源差異、
訴訟程序差異、警務情報是否開
放等一系列問題。不過，應對
跨境電騙，仍需要啟動多國聯
合行動，協同打擊。
「電信網絡詐騙可以說是跨

國犯罪，也可以說是非傳統安
全的威脅，需要區域乃至全球
層面來共同打擊。」許利平亦表
示，應對犯罪分子不斷更新的技
術手段以及隱蔽性等特點，國家間
合作還需要通過科技、金融等手段
進一步強化。

倡設專項辦公室
國際合作助震懾

在許利平看來，目前來看，國家間合作打擊電
騙，執法權限是最大障礙，比如王星案件就無法在中國

國內立案，「因為是境外犯罪，也就是說犯罪分子在其他國家，
本國警方不能跨境執法，這就需要加強司法合作，打通相互之間的司法權
限。比如成立聯合執法辦公室。在國內也要設置專項的打擊辦公室並公布投
訴電話，一旦有人遭遇此類詐騙就可以投訴，統一協調解決。這能夠起到震
懾作用。」
泰國官方也表達了加強國際合作的意願。據新華社報道，泰國國家警察總
署督察長塔查猜接受專訪時說，「我們認為應加強國際合作，聯合開展宣傳
教育，避免人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人口販運受害者。下周我們會召開緊
急會議，討論如何防止類似事件發生，例如制定措施防止受騙者通過泰國前
往第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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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奕迅為歌迷安全 取消下月曼谷個唱

「豬仔終點站」妙瓦底：三面河流高牆電網有入無出

●透過車窗看緬甸KK園區。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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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星2.0」楊澤琪父抵泰報警：這次我真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