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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員在街道巡邏，有效防止罪案發生。

美斯缺陣消委會收477宗投訴
球王美斯訪港缺陣表演賽風波續受各界

關注，行政長官李家超昨出席行政會議前主
動提及，雖然此次表演賽主辦方Tatler已撤
銷「M」品牌及資助的申請，但特區政府會
繼續敦促及要求主辦單位向公眾詳細交代事
情經過，並積極回應已購票球迷的訴求。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在推動這次活動

做了大量協調、輔助及監督主辦單位落實活
動安排，惟美斯最終未有如公眾期望於周日
的表演賽上場，令政府和球迷都極度失望。
他重申主辦方有責任詳細交代事情經過，
「包括跟球隊國際邁亞密之間的溝通內容、
承諾細節、整個發展過程，以及之後對於政
府提出的一些建議和要求，為何在過程中沒
有落實等，我們都希望主辦單位詳細交代，
回答社會提出的不同問題。」他指海關及消
委會正在積極跟進投訴，研究主辦單位有無
履行責任。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會認真檢視

「M」品牌以及推動大型活動的整個機制，
已要求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大型體育活動事
務委員會檢視今次做法，和日後在協助大型
活動時的監督角色、責任和要求。例如要求
主辦單位必須提早擬定和提供後備計劃、優
化安排，以及要有清晰、準確和即時的訊息
發放，讓市民清楚掌握情況和發展，作更好
的個人決定。

消委會至昨日傍晚已接獲477宗涉及國
際邁亞密表演賽的投訴，涉款逾310萬元，
最高一宗涉款24,224元，當中74宗來自旅
客。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嫺表示，個案當中不
乏有人消費逾一萬元甚至兩萬元，部分投訴
人除計算門票費用，亦將機票、高鐵車票或
酒店住宿費用一併計算在內；部分投訴者則
希望主辦單位公開解釋、道歉及反映不滿。
警方亦接獲6宗報案，已轉交海關跟進；海
關指已接獲138宗舉報，並已安排專責隊伍
跟進事件和就每宗個案進行評估，如發現違反
《商品說明條例》，會採取適當執法行動。

美斯稱缺陣屬「不幸」冀再到訪

另外，國際邁亞密今晚在東京國立競技
場與神戶勝利船友賽，隊伍昨於日本操練
時，美斯亦有參與其中，包括參與小型分隊
賽，跑動衝刺、傳波、帶波均沒有問題，期
間更左腳破門，狀態似乎大有改善。美斯昨
出席記招首次回應香港站風波，稱他在沙特
阿拉伯首場賽事對希拉爾之後感到不適，第
二場比賽後再做MRA（磁力共振）檢查顯示
未有受傷，不過大腿內側肌肉仍感覺不適，
所以在港表演賽缺陣。他說：「明白到香港
有很多球迷希望我上陣，自己也很想出場，
但是今次情況實在不幸，希望之後有機會再
來香港比賽。」

評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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騙案飆升應鐵腕打擊
警方昨日公布2023年香港整體治

安情況，相比黑暴及疫情前的 2018
年，不少傳統罪案均錄得頗為明顯跌
幅，破案率亦處於多年來的高位。然
而，騙案飆升，按年大增42.6%，更加
比2018年上升3.8倍，涉案金額超過90
億元。這一金額，已高於去年12月全港
食肆和酒吧總收益，約等於去年第三季
全港食肆購貨總額（91億元）。各類騙
案大行其道，對本港整體經濟造成的負
面影響可想而知。
根據警方數據，去年主要騙案分別

為網上購物騙案、投資騙案、釣魚騙

案、求職騙案、社交媒體騙案及電話騙
案，大部分都錄得顯著升幅。事實上，
這亦是全球大部分地區面臨的共同問題
和新特點，皆因數碼科技和人工智能不
斷發展，不法分子採用最新科技手段更
為便利，犯法成本更低，而且更加隱
蔽，給社會整體帶來嚴重危害。
疫情過後，本港消費零售復甦步

伐不似預期，各界傷透腦筋。詐騙猖
獗，令情況更加雪上加霜。騙案除了
令受害人蒙受金錢損失，亦會令公眾
對各類交易的不信任感增加，消費行
為變得更加謹慎，消費者信心下降導

致消費減少，社會亦勢必需要投入更
多公共資源去預防、調查電騙，影響
其他領域的投資和發展，對商家和經
濟均十分不利。
去年各類騙案涉案總金額，竟已

上升至約等於整個食肆業一個季度的
購貨總額。顯然，不論是從滅罪保護
市民，或是從有利經濟的角度，都很
值得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將撲滅騙
案列入更加優先的議事次序，包括完
善法律，增加罰款和提高刑罰，以及
提供更有針對性的宣傳教育來加強公
眾整體防範意識。

而從警方昨日公布的情況，再一次
顯示各類騙案的社會危害性正不斷擴
大。明愛向晴熱線過去的數據亦顯示，
每 5個騙案求助者就有 1 人有自殺風
險。雖然警方在跨境合作、情報收集和
宣傳教育方面花費了不少心力，但面對
新科技帶來的罪案新特點，一般性的預
防和懲治手段，已難以達到壓制騙案目
的。本港應果斷賦權警方，以鐵腕手段
對付騙案，包括降低蒐證難度，收繳與
收入不相稱的得益，以挽回營商和消費
信心，保護消費者權益，維護社會和經
濟穩定發展。

蕭澤頤表示，騙案飆升是全球趨勢，去年錄39,824宗詐騙案
較2022年增加11,901宗，較2018年的 8,372宗更增加

31,452宗，增幅達3.8倍。當中約七成（68.6%）涉及網上騙案，
金額超過90億元，主要騙案類別包括網上購物騙案、投資騙
案、釣魚騙案、求職騙案、社交媒體騙案及電話騙案。由於詐
騙集團大部分不在本港運作，因此破案率亦較一般罪案為低。
分析發現，詐騙集團會利用大量傀儡戶口收取騙款和清洗

黑錢，因此打擊傀儡戶口是摧毀詐騙集團產業鏈的有效方法。
警方去年共拘捕9,239人涉及各類騙案和相關洗錢罪行，較
2022年上升75.5%，其中約6,500人是傀儡戶口持有人。警方
亦已與律政司取得共識加強執法效能，包括優化對案情較為簡
單直接，以及傀儡戶口洗黑錢案的搜證及檢控程序，加快檢
控；另亦會向法庭申請加刑。去年便成功令3名傀儡戶口持有人
的刑期分別增加兩成，最終被判囚26至38個月。

防騙視伏APP推三新功能

蕭澤頤表示，為應對騙案上升趨勢，警方與重要持份者推
出多項打擊騙案措施，包括與金管局及銀行業合作，去年5月推
行「騙案預警」計劃，成功勸阻654人繼續轉款予騙徒；同年
11 月起又與 10 間主要銀行成立「反詐騙聯合情報中心」
（ADA），令銀行在攔截騙款方面的回應時間平均大減七成；另
在同年11月26日推出的「轉數快可疑識別代號警示」機制，至
去年底共發出逾14.8萬次警示，預警近1.8億元的高危轉賬。被
用作收取騙款及洗黑錢的轉數快識別代號亦由去年11月的
4,100個，下降32%至2,800個，成效理想。

此外，「防騙視伏APP」本月亦推出三個新功能，加入自
動化元素，包括「可疑來電顯示」及「可疑網站偵測」，當用
戶瀏覽可疑網站或
接收可疑來電時，
便會發出警示；至
於 第 三 個 新 功 能
「 公 眾 舉 報 平
台」，市民可透過
應用程式直接舉報
可疑電話號碼或網
站，進一步豐富資
料庫的內容。

警方昨日舉行記者會回顧2023年香港治安情況，
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指去年整體罪案數字有90,276宗，較
2022年增加20,228宗，升幅為28.9%，數字增加主要
由於詐騙罪案較2022年上升約42.6%，共錄得39,824
宗，約佔整體罪案 44%。至於去年整體破案率則有
31.1%，撇除詐騙案的破案率則為46.2%。而去年中推
行的「騙案預警」計劃，成功勸阻654人轉款予騙徒。
另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截至去年底共拘捕290人，約
60%已被檢控。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