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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懸賞通緝緬北電騙集團十頭目
最高50萬元賞金 果敢自治區原主席白所成等在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繼今年11月緬北果敢明家電信網絡詐騙重要頭目落網後，中國警方10日公開懸賞通緝果

敢「四大家族」中白所成、魏懷仁、劉正祥等十名電騙犯罪集團重要頭目，以堅決打掉犯罪分子囂張氣焰。其中白所成曾任果敢自治

區主席，「亨利集團」董事長魏榕在中國廣為人知且臭名昭著。至此，緬北「四大家族」中有三個已被中國警方通緝。警方敦促十人

主動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並表示，對提供有效線索和協助抓捕的有功人員，將給予10萬至50萬元人民幣獎勵。

近期中緬聯手打擊電騙行動一覽
8月15日至16日

中泰緬老四國警方啟動合作打擊賭詐集團專項聯
合行動。

8月23日

六名在緬電騙疑犯分兩批被押解回中國。其中一
人為賭詐團夥骨幹頭目，是打擊電騙犯罪的重點
對象。

8月24日

五名電騙疑犯在仰光國際機場由緬甸警方移交給
中國警方工作組押解回國。這些疑犯在緬甸妙瓦
底通過「殺豬盤」誘騙受害者至虛假網絡投資平
台，在前期小額投入返利後誘導進行大額投資。

8月25日

八名緬甸妙瓦底電騙疑犯在仰光國際機場由緬甸
警方移交給中國警方工作組押解回國。

8月28日到29日

中緬外交部門展開雙方邊境管理第17輪司局級會
晤，雙方就協同進行跨境電騙打擊工作形成一
致。

9月1日

在中緬警方合作打擊賭詐集團專項行動背景下，
佤邦中央事務執行委員會發文通知要求佤邦境內
中央各部門、部隊、縣、特區、南部管委會嚴厲
打擊電騙犯罪。

9月3日

中緬開展聯合打擊行動，一舉打掉盤踞在緬北的
電信網絡詐騙窩點11個，抓獲電騙疑犯269名。

9月6日

緬甸相關地方執法部門開展抓捕行動，集中向中
方移交涉詐犯罪嫌疑人1,207名，以及電腦、手
機、手機卡、銀行卡等一大批作案工具。

9月17日

又一批109名緬北電騙疑犯和一批作案工具集中
移交中方，其中網上在逃人員11名。

10月9日

內地官媒通報，三名搶劫殺人疑犯潛逃至緬北從
事電騙，在雲南公安機關和緬甸相關地方執法部
門的大力協助下，被貴州省龍里縣公安機關抓
獲。

10月9日

706名緬北電騙犯罪嫌疑人分三批移交中方。

10月14日

內蒙古公安機關押解40名緬北電騙疑犯歸案，被
分別指定包頭、呼倫貝爾市兩地公安機關管轄。

10月16日

在中國警方於10月11日通緝緬北電騙頭目陳岩板
（又名鮑岩板）、肖岩塊（又名何春田）之後，
緬甸佤邦聯合黨中央委員會於16日發布通報，鮑
岩板和何春田被撤職。

10月24日

中國駐緬大使陳海分別會見緬甸國家管理委員會
成員、內政部部長雅畢，緬甸副總理兼外長丹
穗，研判電騙犯罪活動最新態勢。

11月12日

中國警方公開通緝明學昌、明國平、明菊蘭、明
珍珍四名緬北果敢自治區電騙犯罪集團重要頭
目。

11月15日

明學昌畏罪自殺身亡。

11月16日

明國平、明菊蘭、明珍珍三人被成功抓獲並移交
中方。

11月21日

中國警方通報，截至目前，緬北相關地方執法部
門共向中方移交電騙疑犯3.1萬名，其中幕後「金
主」、組織頭目和骨幹 63 名，網上在逃人員
1,531名，打擊工作取得顯著戰果。

12月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與緬甸副總
理兼外長丹穗會面時強調，中緬雙方要強化執法
安全合作，並說近期中緬合作打擊緬北電詐、解
救被困人員取得成效。

12月10日

中國警方公開懸賞通緝果敢「四大家族」中白所
成、魏懷仁、劉正祥等十名電騙犯罪集團重要頭
目。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針對當前緬北涉我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嚴峻形勢，
我公安機關先後對多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集團

重要頭目進行公開通緝，形成強大震懾。」中國警方
發布通告指，長期以來，緬北果敢自治區多個家族犯
罪集團大肆組織開設詐騙窩點，針對中國公民實施電
騙活動，公開武裝護詐，危害極其嚴重，民眾反映強
烈。

犯罪事實清楚 證據確鑿充分
今年11月12日，中國警方對以明學昌、明國平、明

菊蘭、明珍珍四人為首的家族犯罪集團重要頭目進行
公開懸賞通緝。在緬甸各方的大力配合下，11月15日

夜緬方組織對明學昌抓捕期間，其畏罪自殺身亡。次
日，明國平、明菊蘭、明珍珍三人被成功抓獲並移交
中方。
通告續指，中國警方當前正徹查明氏家族犯罪事

實，將依法予以嚴懲。與此同時，遼寧、福建、重慶
等地公安機關在偵查中發現，以白所成、魏懷仁、劉
正祥為首的三個家族犯罪集團和以徐老發為首的犯罪
集團，長期實施針對中國公民的電騙活動，詐騙數額
巨大。在警方嚴打高壓態勢下，仍不收斂、不收手，
同時涉嫌故意殺人、故意傷害、非法拘禁等多種嚴重
暴力犯罪，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
為依法嚴厲打擊緬北涉華電騙犯罪，切實維護民眾

生命財產安全和合法權益，
通告稱，遼寧省大連市公安
局決定對白所成、白應蒼
（又名李雲晨）、白應蘭
（又名李夢娜）進行公開懸
賞通緝；福建省泉州市公安
局決定對魏懷仁、魏榕（又
名陳榕）、魏青松（又名楊
松）進行公開懸賞通緝；福
建省龍岩市公安局決定對劉
正祥、劉積光（又名李華
光）、劉正茂進行公開懸賞
通緝；重慶市公安局決定對
徐老發（又名徐發啟）進行
公開懸賞通緝。據了解，白
所成曾任果敢自治區主席，
此外，臭名昭著的「亨利集

團」董事長魏榕也在其中，她素來以企業家形象示
人，在內地廣為人知。

警方敦促十頭目主動投案自首
通告強調，警方敦促上述10名犯罪嫌疑人認清形

勢，懸崖勒馬，主動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同
時，亦希望社會各界和廣大民眾積極舉報，協助抓捕
犯罪嫌疑人。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通告均顯示，中
國警方將對提供有效線索和協助抓捕的有功人員給予
10萬至50萬元人民幣獎勵。

均擁個人武裝 涉毒品賭場業務
這是自11月對緬北「明氏家族」犯罪集團公開通緝

後，中國警方再次公開通緝四個犯罪集團，其中有三
個為「四大家族」犯罪集團。在緬北果敢地區，白所
成為首的白家、魏超仁為首的魏家、果敢老街首富劉
阿寶（劉正祥）和果敢自治區副主席劉國璽為代表的
兩個劉氏家族，被稱為果敢「四大家族」。另外，以
明學昌為代表的明家，作為後起之秀被稱為「第五家
族」。他們均擁有個人武裝，經營着毒品、賭場、礦
山、房地產、電信詐騙等業務。
目前，還有「低調」的劉國璽家族尚未被通緝。據

了解，劉國璽在緬共時期一直擔任文職幹部，任緬共
北方局財政部長，緬甸「8．8事變」後擔任果敢自治
區副主席。劉國璽早期以經營礦產開發和邊境貿易獲
利，生意亦涉及到賭場。在其2020年去世後，他的三
子一女仍在果敢經營礦產、賭場、酒店等業務。其
中，三子劉德宏為果敢自治區人民議院議員。有報道
顯示，劉國璽家族被視為「四大家族」之一。

◆白所成
通緝

◆白應蒼（李雲晨）
通緝

◆白應蘭（李夢娜）
通緝

◆魏懷仁
通緝

◆魏榕（陳榕）
通緝

◆魏青松（楊松）
通緝

◆劉正祥
通緝 通緝

◆劉正茂
通緝 通緝

◆劉積光（李華光） ◆徐老發（徐發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鉛筆在腰
間標好位置，用鐵鏈牢牢鎖住雙手，再用冰涼的手術
刀劃破肌膚，此時，手術台上的人已經緊張害怕到麻
木、甚至大小便失禁，用不了幾分鐘，人就會在清醒
的狀態下被割掉腰子……」這是今年11月初，剛剛脫
離被稱為果敢最嚴苛電騙園區臥虎山莊，回到中國境
內的浙江小伙徐康波給家人講述的場景。在他心有餘
悸的講述中，被騙到緬北從事電騙的「豬仔」在失去

價值之後，都是這樣的下場。而在緬北「四大家族」
的電騙園區，類似的手段層出不窮，甚至人身上的每
一個器官，都在黑市明碼標價出售。
據徐康波向內地媒體表示，他是在一年前赴緬甸見

「女友」，之後被賣到臥虎山莊。根據公開報道，臥虎
山莊是明氏家族於2019年創辦，是當地最早、規模最大
的電騙園區，被稱為緬北「人生終點站」，「不聽話的
員工，轉賣其他園區值10萬元（人民幣，下同），但是

臥虎山莊能出價20萬元。臥虎山莊幾乎沒人能出去，被
放出來的一般也都是智力或身體殘疾，別的公司也不會
要。」日前，有馬來西亞媒體援引當地政府行政議員沈
春祥的揭露稱，緬北電騙園區的人體器官買賣已成當地
最大的黑色產業鏈，在黑市明碼標價買賣。據沈春祥
稱，當地人和外國人都可以購買器官。這些器官包括肝
臟、腎臟和眼角膜等重要的器官，在黑市上一顆心臟的
價格高達40萬美元，折合人民幣200餘萬元。

「四大家族」惡行：「豬仔」每個器官都明碼標價

從地圖上看，緬北果敢地區與中國接

壤；從風俗習慣看，緬北民眾生活環境

與雲南人民地區相近，甚至還有被通緝

的「四大家族」重要成員為中國籍。資

料記載，緬北撣邦歷史上是從雲南遷徙的華人移民主

要的移民地，近年來又有華人新移民大量湧入，這裏

也是一個複雜而敏感的地區，各武裝力量割據緬北，

緬甸政府無力管轄，民族武裝政要、財閥家族深度參

與電詐謀取巨額利潤，並為產業提供場地和庇護。

正是這個長期被非法權力和資本裹挾的區域，成為

電信網絡詐騙的窩點，也讓無法計數的中國人魂斷於

此。數據顯示，緬北電騙已佔中國境外電騙案件的

68.5%，其中緬北電騙窩點則佔緬甸電騙窩點總數的

九成。

2020年10月，中國外交部領事司和公安部刑事偵

查局提醒，中國民眾需提高警惕，通過正規、合法的

勞務中介外出務工，切勿輕信赴緬北地區的招工信

息。2021年2月28日，中國外交部領事司和中國駐緬

甸大使館發布通告，提醒中國公民謹慎前往緬甸北部

和妙瓦底、大其力地區，稱一些中國公民輕信網絡虛

假招募信息，赴緬後被強迫從事網絡詐騙、賭博等非

法活動，甚至遭到毆打、非法拘禁和敲詐勒索。歸根

結底，是善良的民眾輕信了犯罪分子的謊言。

今年9月起，中國警方分別發布緬北佤邦、果敢電

詐犯罪集團重要頭目通緝令，向國際社會釋放強烈信

號：中國打擊電騙，保護民眾財產安全，雖遠必誅，

絕不退讓。警方通報，截至11月21日，已有3.1萬名

緬北電騙犯罪嫌疑人移交中方。11月12日，中國警

方公開通緝明氏家族骨幹成員僅3日便被爆出明學昌

畏罪自殺，其餘三人被抓獲並被移交中方。此番中國

再度公開通緝「四大家族」成員，相信以中國警方雷

霆之勢，不日必將有好消息。

中緬聯合打擊電騙行動，彰顯中國的決心和能力，

對電騙犯罪分子產生了明顯的震懾作用。可以想見，

未來果敢電騙產業將成為過街之鼠，明目張膽從事電

騙很難再現。不過，中國仍需關注，電騙形式也在發

生變化，電騙金額由大變小，詐騙手段更為隱蔽。由

此可見，打擊電騙，仍然任重道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中國打擊電騙 雖遠必誅
微觀點

◆早前緬北涉詐犯罪嫌疑人移交中國警方。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