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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權入屋查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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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分析今年上半年合共4,872宗網上購物騙案，發現一如既往，
大部分騙徒會假扮賣家，在網上社交平台、二手買賣平台、討

論區帖文或開設個人專頁出售貨品，並在收取貨款後失去聯絡或封鎖
買方賬戶，而絕大部分網購騙案發生在網上社交平台及二手買賣平
台。警方指，近期網購詐騙舉報當中，有60%在Facebook發生、
23% 在 Carousell 發 生，另有 5%和 4%分別在 WhatsApp 及
Instagram發生。騙徒假扮售賣的貨品以時令產品為主，最高危的貨
品為演唱會或主題公園門票，其次是酒店套票和餐飲服務，第三是名
牌手錶和手袋等貴價物品。受害人年齡介乎11至76歲。換言之，不
論任何性別、年齡、學歷、職業，都可能成為網購騙案受害人。

找錢黨「畀多咗」要求退款

網罪科網絡情報組署理警司顏凱欣表示，今年8月
7日至18日，警方展開第八輪代號「鐵將」行動，
共偵破266宗騙案，涉及損失金額約350萬元，
共拘捕 50 人（15 歲至 52 歲）包括 34 男 16
女，他們分涉「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及洗黑
錢。經由這些網購騙案調查發現，騙徒除會假扮
賣家外，亦會扮買家用空頭支票詐財，即以「彈
票黨」手法騙取大金額的財物。其中一個犯罪團
夥由去年9月至今年2月間，騙取28名受害人合共
超過140萬元，受害人分別在不同網上購物平台放

售包括名牌手袋、手錶及電子產品，
騙徒則假扮買家，以無效的支票入
數。受害人見賬面結餘有進賬，便將
名貴物品交給騙徒，其後才發現「彈

票」受騙。
此外，另有一種「找錢黨」

手法，騙徒亦是假扮賣家，用標
示銀碼高於應付金額的支票入
數，然後向受害人表示錯誤「畀
多咗」，要求對方退回多出款
項，通常由幾千元至幾萬元不
等，最終令受害人錢貨兩失。有
受害人除損失超過價值105萬元
貨物外，另被騙去 35 萬元款
項。警方提醒市民應盡量避免接
受支票付款，若以轉賬方式收
款，亦應留意戶口「可用餘額」
有否增加，切勿單憑對方的入數
紙或賬面結餘而視作成功轉賬。
警方表示，已與網上社交平

台及網購平台合作，要求它們凍
結懷疑詐騙賬戶或移除帖文。以
Facebook為例，警方上半年要
求其檢視5,200個相關專頁或賬
戶，其中95%已被成功移除，而
網罪科專責隊伍會加強網上巡
邏，識別可疑網站和專頁，主動

聯絡潛在的受害者。

科技罪案近年越見猖獗，本港上半
年錄得高達15,637宗，較去年同期上升
47%，當中網上騙案亦由去年每20分鐘
一宗，發展到每14分鐘便有一宗。由於
涉及網上購物的騙案大多利用網上社交平
台進行，加上「彈票黨」所涉騙款金額
較大，令網購騙案獨佔網上騙案的三
分之一，較去年同期增加23%至4,872
宗，損失總金額亦激增1.6倍達9,400
萬元。警方統計發現，

有60%網購騙案是利用社交
平台 Facebook 犯案，提

醒市民必須提防和識別有
行騙特徵的購物專頁，特
別是賣家經個人名義登

記的「轉數快」賬戶收款
時，要提
防上當。

警方發現在網購騙案中，有三分之二騙
徒經儲值支付工具「轉數快」收款，餘下騙
徒則選擇使用其他儲值支付工具。警方提醒
市民在網購付錢前，若發現對方收款賬號不
是公司名義的銀行賬戶，而是個人名義收款

賬號，就要加倍留神。
警方指，雖然「轉數快」是實名登記，

但並不代表是「零風險」，因為除了香港身
份證外，部分境外身份證或護照也可登記
「轉數快」賬戶，假如市民不幸被騙，不能

保證追回損失。
警方稱今年底將與金管局及銀行業界合

作，推出第一階段的「可疑指標警示機
制」，連接「轉數快」至詐騙陷阱搜尋工具
「防騙視伏器」，屆時市民透過「轉數快」

識別碼（即手機號碼、電郵地址或轉數快
ID）轉賬，如收款方識別碼被標籤為「高
危有伏」，在轉賬的確認頁面會出現警示
字句提醒市民，冀未來覆蓋其他儲值支付
工具。

防騙徒轉數快收款 年底推警示機制

過去5年網購騙案數字及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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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上半年 4,872（+23.2%） 9,400.1（+160%）

2022年上半年 3,954
3,600.2

2022
8,735（+42.7%） 7,400.1（+4.2%）

2021
6,120（-8.4%） 7,100.5（-42%）

2020
6,678（+204.4%） 12,200.3（+351%）

2019
2,194（+0.3%） 2,700.3（-45%）

2018
2,187

5,000
資料來源：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主要案件
發生平台
Facebook

60%其他8%
Instagram 4%
WhatsApp 5%

Carousell
23%

■網購騙案高佔整體網上騙案三分之一。■警方過去多次就網上騙案
採取拘捕行動。 資料圖片

黃金零售
回復疫前七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