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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诈骗迭代

团的存在提供了温床。特别是电信诈骗集团、地方军阀和缅甸

军警强力部门中腐败分子之间存在的共生关系，很显然也会考

验缅甸中央政府的治理能力，并影响其履行对国际社会根除电

信诈骗这种毒瘤的承诺。”缅北军阀割据、中央政府失能的现

状如果追溯的话，要从 1886 年在英国殖民统治挑拨下缅甸 135

个民族分裂出大大小小上百个武装势力说起。其中，缅北地区

的武装势力长期以来完全脱离英控缅甸殖民政府的控制，并依

托有利的地形与政府军形成长期的军事对峙，直到殖民者离开，

独立后的缅甸政府也无能为力。

值得关注的——6 月抓获并于当月 19 日押送回中国的陆某、

陈某、邓某等 6 名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本身是在中、缅、泰

三国联合行动中被捕。从公开通报看，这几人很可能不是在缅

北被捕的，而是向南逃窜到泰国等地期间被发现、抓获。“从

国际刑警组织的办案方式看，相关国家当然可以对一些犯罪嫌

疑人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秘书处发出‘红色通报’，国际刑警组

织成员国有义务根据‘红色通报’的请求采取执法行动。但基

于国际刑警组织平台开展的警务合作，其有效性的前提是这些

藏匿在缅北的犯罪嫌疑人要实施跨境移动。如果他们不从缅北

去其他国家，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报’效力很难发挥出来，

被遣返给中国的可能性就更难以保证。”梅建明告诉记者，“在

缅北实施网络电信诈骗的犯罪集团头目长期藏匿在缅北或附近

地区，基本不会跨国流动，更不会轻易冒险从缅北到法治健全

的国家去旅行。因此，国际刑警组织平台下的执法合作很难对

这些电信诈骗团伙奏效。哪怕有个别的团伙头目被相关国家的

执法部门抓获，但缉捕个别头目很难从根本上彻底瓦解缅北诈

骗团伙的组织结构。”

记者了解到，2021 年以来，在我国公安部统一部署下，全

国范围开展劝返滞留缅北的非法出境人员和从事电信网络诈骗

人员行动，仅 2021 年就从境外劝返回国 21 万人，各地通过劝返、

惩治、帮扶多措治理人员外流境外问题，取得了一定成效。与

此同时，我国外交部、公安部也多次针对赴缅北高薪招工信息

发出提醒，并积极开展国际执法合作，打击相关跨境犯罪。但

同时，缅甸境内克钦邦、果敢等地军阀仍在利用自身的武装优势，

在继续大力发展毒品产业的同时，延伸出赌博、色情、电信诈

骗等非法犯罪产业，从中赚取巨额利润。由于缅北地区本身华

人较多，汉语也较为流行，不存在任何沟通交流障碍；当地民

众往往迫于军阀淫威，以及维持自身生活等考量，不仅不敢与

犯罪活动做斗争，还往往配合犯罪团伙进行一些活动，比如见

到逃跑的受害者，会向犯罪集团通风报信等等。种种原因使得

缅北网络电信诈骗有了些声势。

比军事手段更高的招数

在澜湄非传统安全合作研讨会上，缅甸副外长觉苗突称，

缅甸方面重视非传统安全合作，愿积极参与澜湄合作，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但这并不标志着在暂时无法根除盘踞在缅北的网络电信诈

骗团伙的时候，缅甸方面会邀请中方出兵相帮。

在梅建明看来，网络电信诈骗危害严重，不仅对受害人和

家庭造成了经济损失，也对被害人造成了人身安全和权利伤害。

尽管缅北电信诈骗案件与糯康团伙的所为还是有所不同的，但

中国与相关国家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的经验仍然值得拓展和

借鉴。针对糯康集团，中方并没有单方面采取行动，而是通过

与泰国、缅甸、老挝等国加强执法合作最终将糯康抓捕归案，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

“如今缅北已经成为网络电信诈骗的重灾区，就目前情况看，

中国可以借鉴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建立的经

验，与缅甸以及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如联合国 UNODC、国

际刑警组织等）探讨开展综合治理及执法合作措施，解决缅北

电信诈骗这一毒瘤的可能性。”梅建明说。

有关是否军事介入缅北之事，其实可以参考各国对付索马

　　实施网络电信诈骗的犯罪集团头目长期藏匿在缅北或附近地区，基

本不会跨国流动，更不会轻易冒险从缅北到法治健全的国家去旅行。因此，

国际刑警组织平台下的执法合作很难对这些电信诈骗团伙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