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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多數安溪籍詐騙犯並無高學歷，但他們都具備
了相當靈敏的生意頭腦和嗅覺。同時，嗜錢如命也讓他們利益熏心到極
度可憎的地步。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後僅僅2日，就有不少大陸民眾
收到賑災募款短信，內容為「家裡地震受到影響匯2000回來」、「救急！
急需5000元買物資」等。
發送這些短信的，正是躲藏在廈門一處民宅內的26歲安溪男子黃某峰

和其18歲的表妹陳某花。黃告訴警察：「我經過湖濱北路的一處募捐
點，看到那麼多人在捐款，就想到用地震的借口騙錢應該很容易得手。」
二人買來電腦、手機、銀行卡等工具當即開工。警方在查獲的手機中，
還看到部分警惕性較高的群眾回覆痛罵騙子「沒人性，發國難財」。
一名以「迎奧運汽車抽獎活動」的名義在北方行騙的安溪詐騙分子落

網後還略帶得意地說：「別說我們沒文化，其實我們很關心國家大事
的，購車退稅啊，買家電的補貼政策啊，我都能跟你說得很清楚。」只
可惜，他們關心國家大事的出發點，是為了更好地行騙。

位於安溪縣城西北9公里處的魁斗鎮，人口不足3
萬。與鄰近的湖頭、劍斗等鎮相比，這裡鱗次櫛比的
小洋樓和隨處可見的「警方提示」給記者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10多年前，安溪的財政收入在泉州的幾個
區縣還排倒數，我們這裡就已經過得很不錯了，很多
人在廈門有幾套房。」一位已經前往廈門打工4年的黃
姓村民告訴記者，2002年後村裡不少人一夜暴富，陸
續蓋起了這些小洋房。「有些人根本沒有工作，哪來
的錢？大家心知肚明。」

小村信號站 全亞洲最繁忙
設在魁斗鎮的移動電話通信基站，曾經被戲稱為

「全亞洲最繁忙的基站」。據安溪縣移動公司的一份內
部統計資料，在短信詐騙高峰期間，安溪境內一天發
出的手機短信達上百萬條之多。「以前打手機經常要
撥上好幾次才能撥通，特別是到了六合彩的開碼日，
手機根本就沒辦法用。」時任安溪縣魁斗鎮黨委綜治
副書記的黃建峰如是說。
黃建峰提到的「六合彩」，也就是通過短信、網絡，

冒充香港賽馬會員工，販售所謂六合彩「特碼」，是安
溪詐騙集團最經常使用的一種手法。根據警方的通
報，內地所謂「六合彩」特碼，是將香港賽馬會六合
彩49個中獎號碼中開出的特別碼，私人設定中獎賠率
進行的非法賭博。但詐騙集團販售的所謂「特碼」信
息，其實是毫無根據的，卻仍有大批瘋狂購買六合彩
的內地民眾上 。

「土炮」發短信 假冒港人
魁斗村民易大發就深諳此道。他通過「土炮」群發

短信，聲稱自己是「香港六合彩總站」工作人員，可
以提供特碼，有意者請和他聯繫。一旦有人回覆想知
道特碼，就會被要求向指定的賬戶裡存「入會費」，錢
到賬後，易大發便隨口報幾個數字給對方。
不過，與台灣「同行」使用專業透傳軟件不同的

是，易大發使用的是一種具有類似「一號雙機」功能
的手機卡，即只要撥打短信上提示的香港座機，人在
安溪的易大發就能同時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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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安溪縣官方統計，2007年以來，該縣共破
獲電信詐騙犯罪案件3170多起、抓獲詐騙

分子1930多人，打掉團伙90多個，協助外地公安
機關抓獲詐騙分子260多人。內地媒體報道的破
獲電信詐騙案中，基本上不是台灣人主導，就是
有安溪人涉嫌其中。
長期從事詐騙犯罪偵破的泉州市公安局刑偵支

隊一大隊教導員陳宗慶告訴記者，人多地少是安
溪的客觀情況，早期就有不少人外出打工。「安
溪人善於經商，腦子靈活，可惜偏偏用錯了地
方。」根據泉州警方內部分析，第一代從事詐騙
的安溪人中，部分曾經在台灣詐騙集團裡做過
「馬仔」，學得技巧便返鄉「發揚光大」。另外一
部分心術不正之人，在打工時道聽途說也識得一
些台式手法，又有暴富之心，兩者一拍即合，如
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
一部手機，一個俗稱「土炮」的短信群發裝

置，幾張銀行卡，與「導師」台灣詐騙集團相
比，安溪人最初的騙術十分低級，但廣泛撒網的
殺傷力依然十分驚人。

18歲少女騙倒老教授
2004年2月，北京一所高校的一名退休知名老

教授收到一條短信，內容是「您的手機號碼中了
韓國三星電視進入中國10周年慶祝活動抽獎二等
獎，獎品是三星筆記本電腦和三星43吋彩電1
台，價值2萬元人民幣」。老人與對方聯繫後，按
照提示先後轉賬「個人所得稅」、「保險費」等
各項費用，8次共計14.7萬元人民幣。讓老教授
一次又一次上當受騙的，就是以一名18歲少女為
首的一夥安溪魁斗人。
同年6月，廈門市警方一舉破獲了3起福建省最

大的以提供六合彩特碼為誘餌進行手機短信詐騙
的案件。這些詐騙團伙的主要成員均來自安溪魁
斗鎮，方式以提供六合彩特碼的光盤為誘餌，不
到一年時間就騙取500多萬元。

增警數倍專破詐騙案
一名安溪當地官員曾經向媒體透露，在魁斗鎮

和另一個當地行騙重災區長坑鄉，曾一度出現排
隊取錢的「繁榮」景象。2004年6月1日公安部開
展「打擊治理利用手機短信和網絡詐騙犯罪專項
行動」後，僅魁斗鎮在就排查出可疑人員3791
名，安溪全縣有17個銀行自動櫃員機被勒令暫停
使用，其餘的18個全部安裝了高分辨率的攝像
頭。
陳宗慶記得，安溪詐騙最高發的時期，支隊的

辦公室幾乎每天都擠滿了全國各地前往要求協助
偵查的同行。由泉州市局和安溪縣局20名警員組
成的打擊詐騙專職隊伍，從2002年至今常駐安
溪，案件高發的04、05年，警力一度增加到百人
以上。由於安溪警方的持續嚴厲打擊，當地的詐
騙團伙紛紛出走轉移，大陸其他各地相繼出現了
安溪籍詐騙團伙的蹤跡。

A17  揭秘台式電信詐騙之複製
各式詐騙手法不僅在台灣詐騙集團內部交流傳

遞，也經由各種渠道迅速在大陸傳播開來。憑藉

語言相通、地理相近的先天優勢，福建泉

州安溪縣的詐騙團伙成了最早開始倣傚

台式詐騙手法並「自立門戶」的。

而據警方透露，詐騙分子多數都

是20-40歲的青壯年，為求一

夜暴富走上犯罪道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舒婕、黃瑤瑛

■為防止ATM機詐騙，福建警方曾一度關閉安
溪全縣的ATM機。 網上圖片

■受害人出示收到的短信。 網上圖片

明知犯法，為何行騙？幾乎每一個詐
騙分子都是基於「來錢快」這個最直接
的誘因。台灣和安溪只是其中兩個典型
區域，其他諸如湖南婁底、廣西電白
等，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詐騙聚集
地。且從年齡層劃分，多數都是20至40
歲的青壯年。
我們不妨將詐騙當做一種扭曲的投機

行為來看待，墮入其中的人，無一不希
望少勞多得，一夜暴富。也許有人僥倖
達成心願，但其後數十年的漫漫人生，又該如何度過？
一名年輕的詐騙犯落網後，反而大言不慚質問警員一個月收入多少，

有幾套房，嘲笑警員辛苦工作一整年，都比不上自己一筆「生意」的收
入多。
人不可無大志，懷揣成為富翁的夢想亦是常情。但重要的是，通過何

種途徑實現。勤懇工作原本不存在過時之說，反遭好吃懶做坑蒙拐騙之
徒戲謔恥笑，確是十足的扭曲病態。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也許一時靚
麗，但終逃不過斷流枯死的一日。

人生觀扭曲 青年夢一夜暴富

一台筆記本電腦、2個群發器、10幾部手機、200多張SIM卡，就憑 這樣一些簡陋行
騙工具，安溪蓬萊人胡某群在短短20天內騙得8萬餘元，日均「收入」超過4千元。而
胡某群的得力助手，便是弟弟和鄰居。
這是泉州警方最新破獲的一起詐騙案件。雖然沒有台灣「同行」專業的培訓手冊

和公司化運作，但安溪詐騙集團的家庭作坊式運作，對外來力量同樣形成了有效的
阻隔。
前往魁斗之前，一位知情人士就叮囑記者多看少問，以免麻煩上身。記者在魁斗鎮

市場前，以找貨的名義與一位「摩的」司機攀談。一開始，他還很熱情地幫記者聯繫
上家。但記者問道：「鎮上的人在外面都做些什麼生意啊？」司機除了回答「做貿易」
其餘隻字不提。此後，見記者問這問那，他似乎有所警覺，改口說什麼都不知道，急
急離開了。這名知情人士說，因為詐騙在當地影響很廣，有些是家族出動，有些是親
朋聯動，已形成一個巨大的利益共同體，外人幾乎針插不進，水潑不進。
但事實是，同鄉詐騙的一夜暴富，卻拖累了在外打拚的安溪生意人。在湖北經商

的安溪人鄭有銘（化名）告訴記者，通常和客戶初次會面時，他都盡量避免談起自
己是安溪人。「有一次和山東的客戶談成了一筆水暖生意，飯桌上我無意中說起自
己是安溪的，對方的臉色立刻就變
了，生意差點泡湯。」鄭有銘的手
機也經常收到各種中獎短信，按短
信上的號碼回撥，一聽就是家鄉口
音。「我曾經好言相勸，叫他們不
要騙了，反而被臭罵一通。」

■當地人都承認，安溪魁斗鎮鱗次櫛比的小洋樓，不少是用騙來的錢蓋起來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林舒婕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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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詐騙集團年輕車手在網上
曬騙得的巨款。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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