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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80的林伯伯和70多歲的林太，今年
初遇騙徒冒認內地警方，以配合辦案為由，
被詐取全副身家合共124萬元。林伯伯說，
今年1月接到電話，對方聲稱是 「伊麗莎白
醫院主任」 ，表示有人自稱林太在 「廣州伊
麗莎白醫院」 偷了32顆安眠藥，林伯夫婦否
認與事件有關，騙徒提出若要證明清白，必
須向廣州公安報警，更主動 「協助」 兩人聯
絡 「廣州公安警官」 ，實為騙徒同夥。

林伯伯聯絡 「廣州公安警官」 後，該
「警官」 先是明確報出林伯伯和林太的個人
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證號等，隨後表明證
實林太沒有偷藥，但涉及一單金融案件。

區議員收數十宗長者受騙求助
騙徒強調 「涉案金額龐大，不配合調查

會面臨刑事拘留」 ，更要求兩老每日通過視
頻電話報到三次，其間不能隨意外出，暗示
他們的行程會被監視。林伯伯憶述，在連續
「報到」 幾日之後，騙徒以 「調查資金來
源」 為由，要求他們將全部資金轉賬到指定
的銀行戶口。 「我們很害怕，只有照做，現
在一夜之間什麼都沒有了！」 林伯伯無奈地
說： 「以前還有點積蓄，現在不靠政府幫
忙，連飯都沒得吃。」

東區區議員丁江浩表示，今年1月以
來，已收到數十宗長者受騙的求助，多是冒
充內地執法單位及謊稱家人出現意外，求助
長者遭受詐騙主要有三個原因，包括：部分
長者較隱蔽，較少接觸到防騙宣傳，不了解
不斷更新的詐騙手法；涉事長者不是和家人

同住，平日聯繫少，遇
詐騙亦更少想到向家人求
助或求證；普遍長者對科技
不熟悉，信息渠道少，難辨
別資訊真偽。

AI扮聲技術幾可亂真，近
日有騙徒利用AI冒充議員，致電
一名工會分會理事誘騙轉賬，最終
該名理事損失四萬至五萬元，已報
警處理。

AI扮議員聲借錢 工會理事破財
該名被騙的勞聯分會理事，早前接獲一

名自稱是立法會議員周小松的來電，疑用AI
模仿議員的聲音，報稱急事要動用幾萬元，
該理事信以為真，轉賬四萬至五萬元予騙徒
後，才驚覺可能跌入陷阱，後來致電周議員
的電話號碼求證才知受騙，隨即報警。

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昇向大公報記者表
示，事件反映騙徒事前做了資料搜集，而且
AI扮聲幾可亂真，事後已提示工會職員，若
接獲金錢相關的行為，必須先核實，以防萬
一。

另一位市民陳女士（70歲）向《大公
報》表示，早前接獲自稱是她的舊公司前上
司來電，報稱在內地被執法人員拘捕，急要
錢支付保釋金。

「把聲真的很似，他曾經幫過忙，所以
當聽到出事時一定盡力幫手。對方最初要
10000元，我說沒有這麼多，對方要求8000
元，最後降至5000元！」 陳女士表示，其間

由於要照顧孫兒，沒時間往銀
行提款，待兒子回家商量後才沒有受騙，是
不幸中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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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好積蓄，對長者安享晚年很重要，但

誤墮電騙陷阱，一生積蓄便隨時化為烏有。有

長者夫婦遭騙徒謊稱內地公安辦案， 「連嚇帶

騙」要求 「配合調查」，最後痛失所有積蓄，現要

靠政府高齡津貼（俗稱 「生果金」）度日。

騙案手法亦層出不窮，最近出現以AI模仿議員聲音，騙取工

會分會理事數萬元；亦有市民遇上 「前上司」求助，直言 「把聲

真的很似」，一度誤信對方，險招致金錢損失。有議員建議

政府可針對長者密集的地區，與關愛隊積極上門探訪，加強

向長者宣傳防騙信息，減少長者們受騙的機會。
大公報記者 石三原 馮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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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長者防騙意識加強長者防騙意識

長者心靈空虛墮網戀騙案
痴心錯付

加強保障私隱 免被騙徒利用

電騙頻生 夫婦痛失逾百萬養老積蓄

❶假冒電訊商客服 詐取 「分手費」
70歲的陳婆婆收到自稱電訊商的客服職員來電，報稱陳婆婆購買

了大灣區電話增值服務，月費298元，合約期24個月，合共7152元。
陳婆婆表示自己沒有申請相關增值服務，該假冒客服職員表示，若要取
消上述服務，需要到在沙田的辦公室處理。

陳婆婆後來收到第二名假冒職員的電話，吩咐她到某銀行總行15
樓辦理取消手續，必須要在當天晚上7時前完成，否則將自動過數。正
當婆婆感到焦急時，第三名假冒客服來電，勸喻陳婆婆到自動櫃員機辦
手續，心急的她便到就近的自動櫃員機，其間透過電話視頻和騙徒連
線，在指示下將賬戶所有資金轉移到騙徒的指定戶口，痛失23萬元。

騙案發生的第一步在於
個人資料的洩漏，立法會議

員吳傑莊表示，目前本港有不少中小企業的
網絡安保程度較低，對黑客而言，不難非法
獲取他人的個人資料。他認為政府應設跨界
別協助機制，有系統地組織金融、電訊、科
技界合作，以高科技手段從源頭阻斷騙案。
除此之外，他認為政府應加快阻截詐騙集團
的資金流，以減低他們從騙案獲得的款項。

不少受騙長者的共通點是資訊來源較
少、社交生活少。東區區議員丁江浩表示，
防騙宣傳難以覆蓋 「隱蔽」 生活的長者，認
為政府加強探訪，例如民政事務處和當區關
愛隊加強合作，定期到長者居民較多的區域
上門探訪，讓長者得知最新的防騙貼士。

丁江浩又表示，長者較多是到銀行的人
工櫃枱進行轉賬，他認為政府可和銀行合
作，從源頭進行堵截。對於長期不到銀行交

易、少進行大額轉賬的長者，銀行在見到他
們進行巨額轉賬時，應了解他們轉賬原因，
協助長者分辨情況，避免遭受詐騙。

大公報記者 劉碩源

多重防護

銀行經理寫紙仔指示錄音作證
老翁買千萬債券淪廢紙

有七旬長者忽視投資風險，因誤信銀行投資
經理的游說，先後購買合共六份高息債券，債券

的發行公司因財困而違約，如今卻全變成廢紙，近1000萬元血本
無歸。

75歲的黎伯伯說，因年事已高，希望能有穩定及回報率較高
的投資，便在一名銀行經理推介下，購買內地一房地產公司的三
份債券，每份債券賬面價值為20萬美元。

公司財困停派息 血本無歸
他表示，希望投資能為家人帶來保障，所以在購買債券半年

後，再購入三份內地證券、電力及房地產的高息債券，連同之前
購買的債券，總共投資達120萬美元，折合約為933萬港元。起初
黎伯伯還可獲得派息，然而好景不常，隨着相關公司陷入財困，
不但派息被停止，全部債券變得一文不值，血本無歸。

黎伯伯表示，自己早年在其他銀行想購買債券，但因年事已
高而被勸阻，惟涉事的銀行經理堅稱可以購買，但需要跟隨 「指
示」 及 「提議」 進行。他憶述，自己購買債券時還需要進行錄音
作證，而當時的銀行經理 「寫紙仔」 指示他錄音作證，全程錄了
三、四次，斷斷續續才完成。他表示，到錄音階段方知風險之
大，感到十分詫異，直言 「在錄音時才知驚」 ，但已到錄音階
段，加上銀行職員十分友好， 「耳仔軟」 簽下購買債券的合約。

首三季投資騙案涉款22億
話你知 警方早前公布，今年首九個月接獲的

3468宗投資騙案，涉款達22億元，按年下
跌兩成。其中四成涉及金融投資產品，三成涉及虛擬資
產。然而十月的網上投資騙案不跌反升，錄得380宗，按
月急升24%，涉及騙款亦升33%。當中金額最大一宗，
涉款7847萬元。

騙徒手法層出不窮
❸ 「股壇高手」 騙富婆近千萬

70多歲的張婆婆在一群 「股壇高手」 誘騙下，加入被 「防騙視伏
器」 定為 「高危有伏」 的股票投資平台，在同一間銀行分17次入賬到
不同戶口，合共875萬元以作投資。兩個月後，騙徒再介紹張婆婆花費
近百萬元購買金額更高的股票，婆婆表示無力支付後，即被平台工作
人員要求支付 「管理費」 。最終婆婆因無力支付 「管理費」 ，提出要
提取款項，騙徒再索取150萬元 「管理費」 無果後，便將群組封鎖。

騙徒更布局 「騙上騙」 ，當首個騙局被揭穿，群內網友紛紛扮好
人 「出謀獻策」 ，包括找律師協助追討或向財務公司借貸等，炮製下
一個騙局，榨盡受害人一分一毫。

❷虛假投資程式 小甜頭釣大魚
一名60歲長者在去年底透過網站 「LinkedIn」 收到騙徒聯

絡，對方自稱是投資專家，之後雙方轉至手機通訊軟件上交
流。在騙徒游說下，長者下載一個虛假的投資應用程式，並投
資加密貨幣。

該名長者兩度將合共80萬元轉賬至騙徒提供的銀行戶口，
用於充值投資賬戶，並成功提取逾30萬元收益。受害人一度相
信投資程式屬實並繼續投資，先後轉賬合共約900萬港元至騙
徒提供的10多個銀行戶口。不過在事發一段時間後，該名長者
就無法從應用程式取回資金，亦聯絡不到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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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太曾與 「英國人」 和 「美國人」 網上聊
天，最終發現有詐。

網上情緣騙案近年經常
發生，受害人包括銀髮一

族。有失婚六旬婦人只憑相片，就相信對方
是相中人，發展出網上情緣，結果損失超過
200萬元；也有年近七旬婦人瞞着丈夫，與
自稱 「無國界醫生」 學英文、傾心事，傾足
半年才發現對方另有意圖。

年近七旬的鄧太表示，曾在社交網站接
獲陌生男子私訊，邀請成為 「好友」 。對方
報稱是英國人John，任職無國界醫生，妻子
已因病過身，想找人傾心事，因見對方相貌
堂堂，自己又想學好英文，於是與對方持續
傾談長達半年。

鄧太透露，與丈夫的關係一般，難得有
人關心，每日噓寒問暖，樂於有人跟自己傾
心事。這種持續保持聯絡的關係，維持長達
半年，對方從來沒有提出自己財困或要求借
錢，有一日，對方反而提出打算將自己一筆

財產，無償送給鄧太，鄧太恐防有詐，決定
終止聯絡， 「之前另一個報稱是美國人，名
叫Rama，又是任職醫生，妻子因交通意外
過身，又是 『賣慘』 ！」

香港情緒健康學會會長、精神科專科醫
生林美玲引述一宗求助個案，事主是一名六
旬離婚婦人，在網上認識一名自稱工程師的
華僑，二人交往大半年發展成情侶關係，但
一直沒有見面，其間男方經常以不同藉口借
錢，婦人先後向對方轉賬，累計金額超過
200萬元，但仍然深信對方。後來不同住的
子女發現母親有巨額轉賬紀錄，查問後才揭
發騙局，於是立即報警。

「報警之後，事主很傷心，原因不是金
錢損失，而是感覺自己像失戀了！」 林美玲
表示，類似的個案的共通點，事主一般心靈
空虛，與家人的關係疏離，突然有異性主動
接觸和關心，甜言蜜語騙取信任後，往往不

知不覺跌入騙局。
「一般藉口包括：生意急需現金周轉、

貴重禮物被扣查需付清手續費、想與受害人
見面要求先墊支機票費用，甚至以一起為大
家未來奮鬥為藉口，誘騙事主將巨額金錢存
入虛假的投資戶口等！」 她強調，網絡世界
由相片到身份也可以輕易造假，所以在網上
交友及結識對象時要提高警覺，保持冷靜思
考，不要太快接受對方追求， 「受害人不少
是銀髮族，其實只要日常生活擴闊社交圈
子，家人或子女只要多關心，騙徒不容易有
機可乘！」 大公報記者 馮錫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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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視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