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全国公安机关
假币案件年均立案在1000起
左右， 假币犯罪形势总体平
稳可控， 但近期有反弹苗头
和抬头迹象。

目前反假币实验室在全
国形成“一室三站十三监测
点”的布局，包括广州、云南、
天津等3个工作站，辽宁沈阳、
浙江温州、安徽阜阳、江西赣
州、河南信阳、湖南永州、广东
揭阳、广西桂林、四川成都、贵
州黔南、云南昆明、陕西西安、
新疆博尔塔拉等13个监测点。
董永宪指出，下一步还要强化
反假币技术业务， 完善反假
币工作机制， 加强国际合作
交流。 ■据新华社

形势

布局13个监测点
包括湖南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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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揭秘假币A08

在公安部的反假币实验室里，不管多“真”的假币，都能验明它的“前世
今生”。反假币实验室负责人介绍，通过这些年收缴的假币来看，96.7%的假
币来自于广东汕头人彭大祥所制胶片版印制。公安部介绍，1元、5元、10元等
假币增多，特别是去年比较明显，今年将重点打击制售小面额假币。

核心提示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位于湘
西南边陲，地处云贵高原。3月13日，
靖州易羊李先生致电服务热线，焦
急地说家里的洗衣机不运转了，自
己在广州务工， 家中只有老人和孩
子在家，迫切需要上门处理。靖州海
尔售后服务中心接收到李先生信息
后，得知用户的特殊情况后，考虑留
守老人在家很不方便， 服务部经理
亲自开车连夜前往李先生家所在的
云峰山甘棠。经过了3个多小时的车
程，到达李先生家中，经检查是老人
放置的衣物太多了， 导致洗衣机不
能正常运作了。

师傅给予调整并指导老人如何
使用洗衣机， 直到老人可以熟练使
用了，师傅才离开，前往下一个用户
家服务。 看到师傅热情认真的服务，
老人和孩子情不自禁地竖起了大拇
指，这就是海尔追求极致的服务。

海尔服务挺进大山，
为留守老人排忧解难

经济信息

在这里，不管多“真”的假币，都能验
明正身；在这里，一张假币纸，能透露出
来自针叶木、阔叶木的“前世今生”，查到
原产地在哪；在这里，一张假币，能看出
画工是谁，如何流荡江湖……

这里就是公安部反假币实验室。近
来，关于假币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生活
中碰到假币几率有多大？ 目前反假币工
作形势如何，假币制造水平怎样，如何有
效辨认， 新华社记者日前独家探访公安
部反假币实验室。

【如何制假】
工序繁杂，一星期可印近“亿元”

走进反假币实验室， 工作人员拿出
两张“100元”让记者辨认。乍一看，红色
的毛主席图案，若隐若现的安全线，甚至
摸上去都有凹凸感……

然而，再仔细一看，就能看出端倪：
真币图像清晰，立体感强，人物的头发根
根丝缕可辨，假币虽然极力模仿，但画质
粗糙， 色彩单调， 人物头发发丝无法辨
认，更不用说光变油墨、安全线、字形等
都能看出异常。

假币是如何做出仿真的呢？ 公安部
反假币实验室负责人董永宪说， 犯罪分
子买好纸，烫印好安全线，一层层叠加印
刷不同的颜色， 印完后进行裁切和二次
加工，每张假币都要用机器或人工加压，
在假币上形成凹凸感。 因其制作工序繁
杂，小小误差就会导致错位、重影，成为
“废票”，所以技师很“宝贵”，他们可以凭
感觉，用普通颜料调出近似真币的颜色，
也因此报酬惊人。

2011年，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和
物证鉴定中心联合组建反假币实验室，
负责对收缴的假币进行检测， 分析研究
假币伪造手法、规律特点，为串并案和对
假币犯罪追根溯源提供可靠依据， 同时
监控假币犯罪动向、 发布防范预警信息
等。

“假币做得如此用心是因为获利
惊人。 去年底查获的粤东2.2亿假币
案，犯罪分子24小时不停休，一星期就
能印一吨纸，将近一个亿。”董永宪指
出，这些年犯罪分子可谓铤而走险，但
实验室通过技术手段追本溯源， 加强
源头打击。

【假币来源】
96.7%假币出自彭大祥的印版

“拿假币纸张来说，我们分析纸张纤
维，判断它是针叶木还是阔叶木，对无机
元素进行分析检验， 对纸张所含水分进
行分析，从而判断纸张产地，便于公安部
门查窝点、追上游。”董永宪介绍，通过这
些年收缴的假币来看，96.7%的假币来
自于彭大祥所制胶片版印制。

2013年1月广东省公安厅破获公安
部督办的“8·3”特大假币案，该案主犯彭
大祥，已经70多岁，广东汕头人，是当地
小有名气的画工， 曾经伪造粮票可以假
乱真。在不借助电脑设备的情况下，彭大
祥靠手工绘制了整套人民币胶片母版。
一套百元面额的胶版可卖到几万元到十
几万元不等。

“彭大祥201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 但社会上制假还在用他的胶版。”
董永宪说， 目前市面上并没有高仿真假
币， 真正的防伪技术， 假币其实未能做
到， 百姓多加留意可分辨。“但还是要警
惕，尤其在城乡接合部等地，整钱找零、
真假币掉包易发生”。

近97%假币都出自七旬画工制版
他不靠电脑用手绘，此前已被判无期 公安部专家教你轻松识假币

据介绍， 假币制造窝
点通常由印刷机、晒版机、
切纸机、胶片版等构成，为
了满足用电需求， 窝点通
常会接380伏的高压线。

“在传统造假的基础
上， 近年来假币制造出现
了新趋势， 给反假币工作
带来不少挑战。”公安部经
济犯罪侦查局反假币处处
长潘玉宗指出。

网络化。 制售假币有
着完整的网络和产业链。
“令人吃惊的是，还有一些
人在网上公开售卖假币。”
董永宪介绍， 针对网络上
参与人员多、 传播速度快
的特点， 实验室加大了网
上监测力度， 以便网络追
踪上下线。

小额化。潘玉宗介绍，
1元、5元、10元等假币增
多，特别是去年比较明显，
“更可怕的是，老百姓警惕
性低，容易在现实中流通，
危害更大。”今年公安部将
重点打击制售小面额假
币，净化货币流通环境。

便捷化。与此前的窝点
相比，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
些造假分子利用打印机、油
墨、纸张就打印出假币。

假币前科人员重复犯
罪问题突出。 自2009年全
国公安开展了代号为“09
行动” 的打击假币犯罪专
项行动以来，5省区共有30
名假币前科人员又“重操
旧业”。

记者还了解到， 随着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
快，在泰国、蒙古等我国境
外周边， 当地警方也发现
了假人民币。“如果不强化
打击，未雨绸缪，将影响人
民币的国际化进程。”潘玉
宗指出。

假币制造现新趋势
重点打击小面额假币

分析

打假连线

面膜这一曾经被视为奢
侈品的美容“神器”，已变成
普通的大众护肤品。 记者近
期调查发现， 面膜市场存在
的问题不可小觑， 至少有三
大鲜为人知的秘密。

挂“洋牌”渐成惯用伎俩

在呼和浩特市一家事业
单位供职的赵晴说，她微信朋
友圈中做面膜的绝大部分卖
的都是洋品牌。

据调查， 挂上洋牌子渐
成一些面膜厂家的惯用伎俩。
例如，花印品牌旗下的“明星
产品”， 水漾润颜补水面膜，
宣称月销售量高达15万瓶，
还获得日本美妆大赏。 但据
记者调查， 水漾润颜补水面
膜只是中国企业在外代工生
产的产品。 北京工商部门公
开资料显示， 拥有花印品牌
的北京花印仁美贸易有限公
司， 是北京龙和隆盛化妆品
有限公司的100%全资子公
司， 龙和隆盛股权拥有者除
了两名自然人之外， 也只有
近期才加入的股权投资中
心，并无“日本血统”。

“神秘因子”是商业宣传

在各类广告里， 宣称含
有“神秘因子”的面膜，贴在
人的脸上， 立即就能让皮肤
变得水嫩有光泽。 广东佛山
禅城区中心激光美容中心主
任刘凤岩说：“所谓的神奇的

因子、神秘的配方、昂贵物质
的添加， 大多都是商业宣传
行为。”实际上，很多所谓的
“神秘因子”， 到不了皮肤深
层，就更别提效果了。

很多女性买面膜是为了
美白，记者发现，面膜上的“美
白” 二字很可能本身就违规。
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2013年和2014年发布的规
定指出，美白化妆品被列入特
殊用途化妆品，需申报备案。

流传“2元成本卖20”

奥美集团数据显示，国
内的面膜产业经历了野蛮生
长， 大大小小的面膜品牌两
年间增长了4倍。目前市场上
至少有300多个面膜品牌。

面膜利润到底有多高？
针对业界流传“2元成本卖20
元”的说法，杭州美丽诗贝面
膜品牌的销售总监傅斌成
说，“价格虚高现象存在”。

一位在朋友圈卖面膜的
微商介绍说：“每卖一盒可以
拿提成50元左右， 一天卖个
十几二十盒很轻松。”另一家
面膜生产商表示， 其一款一
盒5片的面膜出厂价格大概
在40元左右， 而市场指导价
在200元左右，而且基本不存
在被监管的问题。

护肤专家提醒消费者，
对于在中国境内销售的进口
面膜和护肤品， 只要无中文
标识均有可能是伪劣产品。

■据新华社

揭示面膜三大秘密
“血统”造假、成分造假、暴利惊人

2013年1月广东省公安厅破获公安部督办的“8·3”特大假币
案，缴获成品、半成品假人民币2.1亿元。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