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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期中共加強取締非法傳銷組織之觀察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王信賢主稿 

 

近期中國大陸傳銷組織「善心匯」在北京動員逾 6 萬人示威，

及大學生誤入傳銷組織死亡等事件，使相關社會問題再度引發

關注，傳銷組織強大的跨域動員力更觸動官方維穩敏感神經。 

中國大陸過去已有打擊非法傳銷措施，近期因應「十九大」加

強整治。惟非法傳銷在合法掩護、形式翻新、地方政府包庇，

及中國大陸之社會結構與價值觀下，恐不易禁絕。 

 

（一）前言：從近期兩個社會事件說起 

    近期中國大陸發生數起非法傳銷活動及投資詐騙事件，不僅引發網民

熱烈討論，也震撼了官方，其中以今（2017）年 7月底的「善心匯事件」最

引人矚目，此一事件起因於 7月初「善心匯」被中國大陸公安部定性為傳

銷組織，並拘捕創辦人張天明與高階幹部，資金也被凍結，投資者因不甘

損失而走上街頭，請求中央政府「主持公道」、還「善心匯」清白，並要

求釋放張天明等人。7 月 21 日起，來自各地「善心匯」投資者接連數日

在北京的國家信訪局、中紀委大樓、天安門廣場、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大紅

門國際會展中心等地發動「愛國」示威，甚至出現逾 6萬示威群眾，被媒

體稱為是繼 1999年「四二五」法輪功上訪事件以來，北京最大規模的群

體性事件。北京當局動員大批警力驅離，並逮捕 63名「帶頭滋事份子」。 

    除此之外，8月初也陸續傳出 3名大學在學或畢業生誤入傳銷組織而

死亡的消息，引起中國大陸社會震驚，許多人因而對求職陷阱感到擔憂。

中國大陸東北大學畢業生李文星、內蒙古科技大學畢業生張超，兩人於 7

月透過網路招聘平臺找工作，卻被誘騙進傳銷組織，先後被發現因不明原

因死於天津。根據警方調查，李文星死亡的背後涉及一個運作長達 11年、

規模龐大，名為「蝶貝蕾」的老牌傳銷組織。天津市警方依據線索，逮捕

5名「蝶貝蕾」高層涉案人員。鑒於傳銷組織猖獗與囂張行徑，天津市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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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展開打擊取締非法傳銷的專項行動，誓言 20天內徹底清除天津市非法

傳銷活動，「打不淨，不罷手、不收兵」。此外，湖北省鍾祥市也傳出有一

名 20歲女大學生林華蓉，因落入傳銷組織陷阱，不堪組織軟禁而跳河自

盡的悲劇。此類情事在過去十多年來屢見不鮮，不僅衍生出社會問題，也

成為官方「維穩」的壓力來源。 

 

（二）傳銷在中國大陸發展情形 

    「傳銷」擁有「層壓式」、「多層次」的特質，其基本邏輯是「以後一

輪入會者的投資作為前一輪會員的收益」，才能夠有如此高昂的報酬率，

而成員也因此有極大的誘因發展「下線」。1989年傳銷從日本開始傳入廣

東等地，而 1990年代隨著美國雅芳公司將直銷模式帶入中國大陸後，「多

層次銷售」才開始大量湧現。然而，從中國大陸官方角度而言，「傳銷」

不僅對個人與家庭財務有所危害，也會導致社會中人際信任程度降低，甚

至衍生出偷竊、搶劫等犯罪，及造成非法集資、販賣偽劣商品、逃漏稅等

問題，不利社會穩定。 

    由於傳銷是種連鎖式的銷售方式，在中國大陸散布極快，根據號稱「中

國反傳銷第一人」李旭所創建的「中國民間反傳銷協會」曾公布的「中國

傳銷分布圖」，中國大陸各地都已被各類傳銷組織「攻陷」，其中，上海、

青海、新疆、西藏為「輕微受災區」，「重災區」則有廣西、安徽、河北、

湖北、湖南、江蘇、四川等。今年 4月，中國大陸某社交平臺發布一份「全

國傳銷高發地圖」，根據地圖顯示，中國大陸有 30個城市被列為「傳銷高

發地」，其中又以廣西上榜的城市數量最多，包括防城港、桂林、北海、

桂林、南寧、貴港等 6個城市，占總數的五分之一。此外，傳銷也分南、

北派，北派發源於東北一帶，後傳入河北、天津、山東等地，後來逐漸擴

散至其他地方；南派傳銷發源於廣西，後來蔓延到雲南、貴州、四川、湖

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而在傳銷形式上，北派多靠暴力控制、限制

人身自由，前述「蝶貝蕾」即屬北派；南派則多靠精神控制，打著「網絡

營銷」與「人際網絡」等，其中「善心匯」就屬於南派。經過十餘年的演

變，兩派在各地多已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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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此而言，不論是中國大陸官方所評估傳銷對個人、家庭、社會所造

成的危害，或傳銷組織在中國大陸的廣布，亦或是其運作所帶來的潛在社

會動員力量，都將給中國大陸政府造成「維穩」的壓力。因此，一開始「傳

銷」在中國大陸就屬非法行為，中央也分別在 1994年由國家工商管理局

發出「關於制止多層次傳銷活動違法行為的通告」以及「關於查處多層次

傳銷活動中違法行為的通知」，2005 年國務院公布「禁止傳銷條例」，甚

至在 2009年「刑法」修正案也將「傳銷」等相關銷售方式納入規範。 

 

（三）中共「十九大」前加強取締措施與維穩 

    由於當前正值「十九大」前高層權力分配的敏感期，任何危及社會穩

定的事件必然受到各方高度重視，更何況是前述引發數萬人聚集的「善心

匯」事件，或是「李文星」事件所造成的網路輿論帶來之維穩壓力。因此，

為替「十九大」營造穩定良好的社會環境，以及緩解近來幾起事件引發之

民怨，近期中共國家工商總局、教育部、公安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

四部門印發「關於開展以『招聘、介紹工作』為名從事傳銷活動專項整治

工作的通知」，展開為期 3 個月（8月 15日-11月 15日）的傳銷活動專項整治行

動，要求「嚴厲打擊、依法取締傳銷組織」、「加強對重點招聘平臺的排查」

及「加強對人民群眾的宣傳教育」。 

    事實上，中共當局打擊傳銷活動工作並非一朝一夕，四部門聯合發布

「通知」，只是更展現當局出「重拳」宣示打擊傳銷活動的決心。中國大

陸各地方政府每年度均編有打擊傳銷專項活動，現今在中央的關注下，其

執行力度勢必更加強化。除前述提及天津的打擊行動之外，例如 8月底廣

西北海市出動 2,100名軍警，大舉掃蕩傳銷組織，即因規模空前而引發關

注；北海市委書記王乃學受訪時更表示，傳銷是「經濟邪教」，一定要重

拳打擊，將傳銷掃出北海。換言之，就中共當局而言，「傳銷」不僅是經

濟問題，更攸關社會穩定。 

 

（四）傳銷在中國大陸屢禁不絕 

    然而，為何已經將「傳銷」列為「維穩」的目標，各部門也聯手出「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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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拳」、地方政府也對傳銷組織出重手，為何傳銷還是屢禁不絕，且「越

維越不穩」?首先，從傳銷的技術來看，中國大陸幅員廣大，而傳銷活動

發展成本低廉，即便遭到查緝，也容易捲土重來，因此不易禁絕。此外，

「傳銷」也因為網路的發展和金融便利性提升而出現變異、變形，其中包

括消費返利型、遊戲理財型、互助理財型、微商傳銷、金融傳銷（虛擬貨幣，

原始股）等，隱蔽性更強，更難以辨別。而前述 2005 年所通過的「直銷管

理條例」和「禁止傳銷條例」等，皆無法有效應對近年來興起的如「網路

直銷」、「微商」等新興傳銷方式，中國大陸史上最大金融傳銷騙局─「e

租寶」即為一顯例，其在一年半內非法集資逾 500 億元人民幣，90 萬受

害投資人遍布中國大陸 31個省市區。 

    其次，是地方政府的角色，部分傳銷組織往往和地方政府相互勾結，

甚至有些傳銷組織能夠得到政府部門和宣傳機構為其站臺，騙取民眾的信

任，地方政府表面上宣示「反傳銷」，但實際上，部分地方政府為求經濟

政績，甚至成為其中的利益共同體，如「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詐騙案」即

是如此。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是一家由雲南地方政府發起、批准成立的稀

有金屬交易平臺，宣稱其理財產品能夠獲取高收益，但該公司於 2015年

4 月陷入兌付危機，最後董事長單九良等 16 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因涉嫌

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而被捕。前述提及的傳銷組織「善心匯」，中央電

視臺也曾為其宣傳。 

    再者，部分傳銷組織是「合法掩護非法」或是遊走在監管部門「互不

管」的縫隙中。就前者而言，「蝶貝蕾」即是一例，從 2005年開始，「蝶

貝蕾」與其他組織開始加盟貴州虹躍集團的一家下屬公司—貴州虹躍藥業

有限公司，透過此「合法」外衣從事傳銷。就後者而言，許多傳銷組織根

本不登記註冊，因為既非實體公司也無產品，工商部門難以監管，而公安

機關一般也不會在案件爆發前介入調查或處置，使其得以在此「縫隙」中

大量開展組織活動。 

    最後，近年來傳銷組織所用的「語彙」幾乎完全配合「政府政策」，

以降低民眾的戒心。如「地方政府暗中支持傳銷」是傳銷者給「新入行者」

的第一堂課，且經常號稱「政府支持」、「民間互助理財」，甚至有些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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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開發」、「北部灣開發」、「中部崛起」等旗號，以考察項目、包工程

為名吸引「下線」。而前述「善心匯」即是標榜近年來習近平所特別強調

的「精準扶貧」，吸引中下階層、身心障礙人士投入。換言之，打著中央

政策名義「護體」，是其得以壯大的原因之一。 

 

（五）結語 

    整體而言，中國大陸官方之所以將「傳銷」視為非法，最關鍵還是在

於其不利於社會穩定，特別是此類組織不明顯，但卻有極為強大的動員能

力，其投入的會員在利益的號召下，可以在短時間迅速動員人群，如「善

心匯」事件竟可在「維穩」程度最高、部署最密集的北京，動員、集結超

過 6萬人。此外，過往中國大陸社會抗爭的主要特點是少有跨區域、跨階

級的事件，但由「傳銷」所引發的抗爭往往具有跨區域與跨階級的「實力」，

這也是為何官方會下重手的主因。 

    持平而論，中國大陸「傳銷」與「反傳銷」所凸顯的仍是社會結構與

價值觀的問題。前述的李文星等大學在學或畢業生誤入傳銷組織而死亡的

消息，顯示出龐大就業壓力是非法傳銷有縫可鑽的前提。而傳銷活動盛行

更為深層的因素，則是高速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意識形態真空而缺乏

社會規範，客觀上形成「唯利是圖」的社會價值觀，使人變得毫無顧忌和

敬畏，為了賺錢不擇手段。就此而言，過去高速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後遺症，

如今逐一發作，這絕非中共官方強力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解

決的，而是需要一個漫長的社會價值重塑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