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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破案发现：96.7% 假币母版竟都是一老人手绘

今日女报 / 凤网特约记者 叶脉 汪清

3 月 16 日，新华社刊文披露，近年来 96.7% 假币的母版出自年逾
七旬的广东汕头人彭大祥之手。那么，这个神秘的彭大祥究竟何许人
也 ? 他又是如何制作假币母版的 ? 警方是怎样将他抓捕的呢 ? 记者采
访了办案民警，还原了公安部督办的“803”特大假币案以及抓获该
案主犯彭大祥的精彩幕后故事。

意外发现
2012 年 3月8日，广州市公安局

经侦支队侦破了一起假币案，抓获了

一名叫方佳龙的犯罪嫌疑人。在一

间不起眼的房子里，民警现场收缴

了100万元仿真度极高的假币。

广州地区频现假币，警方分析必

定有人在制贩假币，而方佳龙很有

可能与假币源头有联系。可面对警

方审讯，狡猾的方佳龙拒绝提供上

家任何信息。

这一案情引起了广东省公安厅的

高度重视。

近几年来，广东省公安厅打掉了

多个买卖假币的团伙，但是一直没

有找到制作假币的源头，尤其是印

制假币的胶版源头。广东省公安厅

将此案件和省内其他案件进行串并，

经过研判，初步锁定了方佳龙的“上

线”——一名叫朱娘和的男子。随后，

警方又将另外两起假币案件进行串

并，发现犯罪嫌疑人的上线也是朱

娘和。

经过监控，民警发现了朱娘和

的上线叫朱少林。根据情报，朱少

林近期将要在广州进行一笔数量巨

大的假币交易——面值 100 元的假

币，累计 5000 多万元。

这么多的假币从哪里来的？会不

会因此寻找到假币的源头呢？

广东警方认为，犯罪嫌疑人朱

少林准备进行的巨额假币交易，极

有可能与假币制造的源头有关，如

果这样，警方就有机会挖出制造假

币的胶版。在请示公安部后，广东

省公安厅成立了代号为“803”的假

币专案组。

专案组决定集中各警种资源，

对“制造假币的源头——制假窝

点——销售环节”等整个产业链进

行彻底摧毁。

警方介绍，假币的制作流程复

杂。首先是版源，犯罪嫌疑人通过

一定的手法，画出和人民币非常相

似的图版，然后通过晒版变成一套

胶版，叫母版。母版就像照相机的

底板一样，用它再制作更多的胶版。

犯罪嫌疑人在购买到胶版以后，就

可以用来印刷假币。印刷假币的工

序也很复杂，这些工序里往往会被

分拆，一张假币的印刷过程，可能

会由若干个团伙合作完成。假币制

造出来以后，下一个环节就是贩卖

了，这里面有一级贩卖，还有二级、

三级贩卖等……

警方判断，朱娘和、朱少林很

有可能是假币的一级贩卖环节，这

个环节的贩子一般来说，非常接近

假币的制造环节，抓到朱娘和朱少

林，就有可能摸到假币的生产源头。

小屋藏着百万假币

跟踪调查
经过几个月的跟踪调查，广州警

方摸清了朱少林贩卖假币的广州窝

点。2012 年 9月3日，广州警方兵

分三路，分别对朱娘和、朱少林和

假币窝点展开行动。

可是狡猾的朱少林并不在这个

经常居住的场所里，民警对他的住

所进行搜查后，仅仅在他的一个放

杂物的仓库里发现一箱 50 元面额、

100万元左右的假币。

难道朱少林听到了风声后携带

5000万假币逃跑了？专案民警迅速

和另一组民警联系。

这时，另一组民警已经在朱少

林另一落脚点守候。朱少林驾车刚

刚来到，随即被民警拿下。

与此同时，民警冲进朱少林的

第二落脚点，在这座二层楼的别墅

里，民警查获了大量100 元面值的

假币，经清点，有 300万元。民警

现场抓获 5 名嫌疑人。虽然成功端

掉了朱少林的两个假币加工窝点，

但两个点共缴获了500 多万元假币，

这和当初情报反映的 5000万元假币

相距甚远。

经过排查，专案民警又找到了朱

少林的另一个假币窝藏点——在城

中村一个房间里，民警看到很多包

装严密的箱子，打开一看，全是假币。

经清点，有 3600 多万元。另一路民

警也将朱娘和抓捕归案，可是，落

案后的朱娘和、朱少林两名犯罪嫌

疑人却选择沉默对抗警方审讯。

朱娘和、朱少林属于假币贩卖

的一级贩子，同时，他们还兼顾假

币制作中一些不太重要的环节，比

如水印。民警分析，二人的上线很

有可能就是负责假币制造印刷环节

的。可是，二人依然拒绝交代。

很快，民警锁定了朱少林的上

线郑振财。

郑振财，广东省揭阳人，从事假

币制造被警方查获过。

2012 年 12 月2日，专案民警发

现郑振财到了广州，他准备把三吨

纸张运走，侦查员一路跟踪。

12 月10 日凌晨 4 时 30 分，民

警发现了郑振财藏在揭阳造假钞的

新窝点。12月17日凌晨 5 时 30 分，

当民警冲进郑振财藏在揭阳的假币

窝点时，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制

假币的机器在不停运转，一张张白

花花的纸张过去，传出来的是红彤

彤的“人民币”。在旁边的库房里，

还堆放着一叠叠已经印制好的假币。

民警对这些假钞进行了盘点，共有

7759万元。

警方查获又一窝点

顺藤摸瓜
制造假币的窝点正在生产，说明

用于制造假币的胶版肯定就在现场。

民警进行了仔细的搜查，始终没有

找到。

一名民警在床底下发现了一个

密码箱，尺寸大小正好可以放胶版。

民警特别兴奋，因为这让他们距离

这些胶版的源头又近了一步。只要

能够找到这个母版和制作母版的人，

就可以把制造假币的源头彻底打掉。

可是，郑振财也始终不交代胶版的

来源，使得案件一时陷入了僵局。

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一

个名叫卓报的人进入警方视线，卓

报刚刚从一个叫彭大祥的人手里买

了两套假币胶版。听到“彭大祥”

这个名字，民警很震惊。

2010 年以后，彭大祥就是广东

省公安厅经侦局打击假币犯罪侦查

科重点关注的人。虽然民警一直怀

疑他，但是苦于没有证据而未能将

其抓获。所以，关键是找到证据。

既然卓报已经从彭大祥那里购买了

胶版，只要把他人赃并获，彭大祥

就无法抵赖。

经过侦查，民警发现了卓报的制

造窝点，该窝点隐藏在一家家具生

产厂里面。

发现卓报制造假币窝点后，“803”

假币专案组决定总收网。

追寻胶版锁定主犯

收网行动

2013 年 1月21日，公安部经侦局刘文

玺副局长，广东省公安厅何广平副厅长一

起赶到揭阳市坐镇指挥收网行动。

次日凌晨 5 时 30 分，揭阳、汕头警方

同时行动，兵分两路对卓报和彭大祥同时

展开抓捕。

民警冲进揭阳的假币制造窝点后，现

场发现大量的假币和大型印刷机械，里面

整整齐齐摆放了7700万假币。

当天下午17 时 30 分，汕头警方冲进彭

大祥的家里，没有发现彭大祥。随后，民

警在彭大祥的女儿家里找到了他。落网后

的彭大祥对自己制作贩卖胶版的犯罪行为

供认不讳。

至此，“803”特大假币专案彻底告破，

警方共缴获假币面值 2.1亿元。

警方资料表明，彭大祥现年 73 岁，来

自汕头，只有小学文化，是当地小有名气的

画工。在假币案件中，彭大祥用手工绘制

出与人民币非常相似的图版，通过晒版制

作成胶版，也就是母版。然后，他将母版

卖给一些假币生产贩子，假币生产贩子利

用胶版大量印制假币……

在“803”特大假币专案中缴获的彭大

祥制售的胶版，是全国范围内制造印刷假

币胶版数量较多、质量较好、时间较长的

假币源头。

2009 年以来，公安机关在广东、湖南、

福建三省破获的十余宗伪造货币案件中，

缴获 10 套 2005 版 100 元面额人民币胶片

版，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将上述每套胶

版与“20100906 广东潮州刘大龟等伪造货

币案”中缴获的整套假币胶版逐张进行比

对检验鉴定，结果均呈现相同原稿制作的

特征。而这些胶版的来源，都指向了彭大祥。

在抓到彭大祥之前，办案民警曾以为

制作如此逼真的母版胶版的人会懂电脑知

识，但结果却让警方意外。

“图案都是我自己手工描绘制成的，我

不懂电脑。”据彭大祥供述，晒版、冲洗等

工序是他原来开印刷厂时向师傅学的，有

些技术则是他之前制假证时学的。

2014 年 4月5日，汕头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审理彭大祥案。法院判决，彭大祥仿

造人民币图案、形状等特征，制作整套假

人民币母版后晒成印刷胶版，并将胶版出

售给他人用于伪造货币，构成伪造货币罪；

伪造国家机关印章以及公司、事业单位印

章，其行为构成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和伪

造公司、事业单位印章等罪行，一审判决

对被告人彭大祥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 本文严禁转载、上网、摘编）

七旬“假币教父”被擒

彭大祥被抓瞬间及他手绘的假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