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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學校
職員電話騙案

沉寂一段時間後，近期在香港仔重現，接
連有小商戶中招。有騙徒假冒同區學校職
員，以佣金誘騙商家代訂物資，並偽造假

轉賬紀錄，待商家向假供應商轉錢後，騙徒隨即失聯。
兩名苦主現身說法，估計騙徒作案前曾 「踩線」 ，知悉

他們因生意冷清急想賺錢，並趁亂進行詐騙， 「經常看騙案
新聞，但從未想過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提醒市民切注意防
範，勿被眼前利益誘惑，與陌生人交易時要謹慎。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文、攝錄） 融媒組（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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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職員」再現呃錢
香港仔小店連環中招

利誘墊支代訂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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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代購騙案肆虐，騙徒除了假冒學校職
員外，可能還會編造其他身份行騙，要求事主
代為訂購的貨品亦會變化，但行騙手法基本雷

同，偽造轉賬截圖蒙騙，讓苦主誤信對方已轉賬。警方提
醒，公眾不應單憑騙徒提供的電話號碼便相信其身份，應
該在公眾網頁向相關機構查證，並留意銀行的 「可用餘
額」 是否有該筆款項。

偽造轉賬截圖
警方早前亦偵破過一宗俗稱 「彈票黨」 的騙案。警方

接報有騙徒在元朗區銀行櫃員機存入淡倉或無效支票，警
方經過深入分析及調查，發現入數紙與至少25宗發生在本
港的詐騙案有關，而其中10宗詐騙案與商家代訂床褥有
關，涉及金額高達150萬元，最大一宗涉款47萬元。騙徒假
扮新界區的中學職員聯絡裝修公司、工程公司等不同型別
的商家，聲稱要為學校進行裝修工程，其後甚至訛稱要幫
助慈善機構代訂床褥，以高佣金誘使商家向假供應商代訂
床褥。騙徒偽造轉賬截圖，當商家向假供應商繳付貨款
後，騙徒便銷聲匿跡。

九龍塘香島中學去年亦在校網貼出公告，指有人冒認
該校教職員或家長詐騙，訛稱需要金錢購買物資贈送予內
地貧困地區，呼籲學生及家長提高警惕。田家炳中學亦曾
發過重要聲明，提防有不法人士冒充學校教職員詐騙。

警務處回覆《大公報》查詢表示，去年共接獲9204宗
電話騙案。騙徒除了假冒學校職員或老師外，亦會假冒公
私營機構職員致電或發信息給商家要求墊付貨款代訂，亦
會偽造轉賬截圖，以空頭或無效支票存入商家的銀行賬
戶，進行假轉賬。商家誤信對方已轉賬，便向假供應商繳
付貨款，結果蒙受金錢損失。

警務處表示，魏先生的案件列作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
產」 ，由新界南總區反詐騙隊接查；徐女士的案件同樣列
作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交由西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
七隊跟進，兩宗案件暫未有人被捕。 大公報記者 易曉彤

慎防空頭支票假入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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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反詐騙大聯盟發起人、
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向《大公報》
表示，假冒學校職員電話騙案，

騙徒主要瞄準對金融支付知識了解有限的市
民，特別是從事個體經營的商戶，而街邊商
戶的資料公開，騙徒可能會針對性實施騙
案。騙徒正是利用他們渴望拓展業務、獲取
利潤的心理行騙。他提醒市民與他人開展業
務合作時，必須對合作對象進行充分了解。

吳傑莊表示，有關部門應加強防騙教
育，市民亦應提高自身對金融支付的認知，
不能僅依據賬戶賬面金額判斷資金是否到
賬，而要關注可用金額。金融機構也應優化
賬戶資金顯示機制，避免用戶受到誤導。他
說，立法會正推動相關條例，期望實現銀行
間部分數據互通，一旦發現詐騙信息，各銀
行能及時通報，凍結騙徒賬戶，減少市民受
騙風險。

查清合作對象身份
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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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主信以為
真，向指定
供應商轉錢
訂購

•不要因為承接大額生意而被利潤蒙蔽
雙眼，更不要輕易墊付貨款

•收到支票存款時，應查看 「可用餘
額」 有否增加，切勿單憑 「入數紙」
和 「戶口賬面結餘」 增加而判斷存款
為成功轉賬

•如收到自稱學校職員或老師的來電，
可到教育局網頁搜尋該學校的聯絡電
話，直接查詢

•如有懷疑，應致電 「防騙易18222」
熱線查詢 資料來源：警務處

另一苦主徐女士和丈夫在香港仔經營餐廳，本月3日下午約二
時半，收到一個打到餐廳的陌生電話，對方自稱是香港仔聖伯多祿
小學職員陳先生，欲訂購19個飯盒，由於對方要求送貨，徐女士未
有接單。

翌日上午，該位陳先生再次致電訂飯盒，並表示可以到店取
貨，其後他提出希望徐女士幫手代買一些牛肉罐頭用來做善事，他
解釋以往是由校長購買罐頭，但校長與供應商發生爭拗，交由他代
辦，希望徐女士幫手訂購，到時到店領取飯盒時一同帶走。隨後向
徐女士提供了供應商李先生的卡片，並指需要訂購50箱罐頭。

轉款「供應商」後 騙徒即失聯
徐女士聯絡供應商後，將每箱1700元的報價轉述給陳先生，

並要求他先過數給自己，但陳先生則提出可以1800元每箱計算，
並在WhatsApp向徐女士發了一張轉數快截圖，顯示已有9萬元存
入她的銀行戶口。 「我在手機銀行看到賬戶結餘多了9萬元，以為
錢已到賬。」 於是徐女士向供應商的賬戶轉錢， 「我轉數快一次最
多只可轉出1萬元，騙徒還錄了一段視頻教我在手機應用程式內設
置將金額加大。」

騙徒作案手法如出一轍，其後再次發出假轉賬紀錄要求再訂多
100箱。由於徐女士的戶口內無足夠金錢，還叫兒子和其朋友代為
付款給供應商，共轉出13萬元後，騙徒開始失聯，徐女士的兒子發
覺有問題後決定報案。

在事發兩至三天後，徐女士才收到銀行寄發的無效支票，原來
騙徒並非是直接以轉數快轉賬，而是透過存入空頭支票，迷惑徐女
士以為已收到錢。受騙後，徐女士深感苦惱， 「餐廳只有早上有幾
個熟客幫襯，午後就無生意做，一年都賺唔到咁多錢。」

魏先生和徐女士在香港仔的店舖僅一舖之隔，他們懷疑騙徒作
案前已 「踩線」 ，熟知他們生意冷清，猜測他們急想賺錢，於是記

下店內張貼的聯絡方式進行
詐騙，他們亦從未見過騙徒
真面目。他們提醒市民，騙
徒手法層出不窮，不能輕
視，以為不會發生在自己身
上。與陌生人交易時要保持
頭腦清醒，不能被佣金蒙
騙。亦希望警方加強執法，
防止再有其他市民受騙。

騙徒和
假供應商

失聯，苦主
驚覺受騙

騙徒再次提出加訂貨
品，再次提供假轉賬
紀錄，苦主再次向指
定供應商轉錢

▲ 「學校職員」 要求徐
女士代訂牛肉罐頭。

▲騙徒要求魏先生代為訂購的垃圾
桶。

代訂罐頭 損失13萬個案2

騙徒假冒學校
職員，先向苦
主提出訂購其
店內的貨品，
降低苦主戒心

其後要求苦主
幫忙訂購指定
供應商（實為
騙徒同黨）的
貨品，以佣金
作誘

騙徒先提出訂
購一定數量的
貨品，提供假
轉賬紀錄予苦
主

▲騙徒偽造假轉
賬紀錄，讓兩名
苦主誤信以為已
收到錢。

$

魏先生在香港仔經營電單車行，去年12月20日收到一個陌生的
WhatsApp電話，對方聲稱是香港大學校務組副主任陳先生，表示想
訂購10多輛電單車。由於店內無現貨，魏先生建議其自行上網購買。

稱學校與供應商爭拗 不方便交易
在今年1月3日，自稱陳先生的人再次來電，表示學校急需更換

10個垃圾桶，希望魏先生幫忙，但遭拒絕， 「我都有些迷惑，這非我
本行，為何會找我幫忙？於是拒絕了。」 四日後，陳先生再次來電並
說已有指定供應商，但校長曾與供應商發生爭拗，難再做交易，請求
魏先生代為購買，並提供了供應商馬先生的電話。魏先生不虞有詐，
答應了代為訂購垃圾桶， 「我想到兒子剛好有輛貨車，讓他賺些運
費，他又發過香港大學的卡片，我便信了他，或日後還有生意合
作。」

魏先生聯絡陳先生提供的供應商後，獲報價每個垃圾桶4800
元，但陳先生表示他可向魏先生出價7000元，其後在WhatsApp發
了一張轉數快截圖，顯示向魏先生戶口轉賬7萬元。

騙徒不斷加碼 催促盡快轉款
魏先生隨後到銀行發現資金未到賬，但陳先生解釋是銀行網絡延

遲導致。魏先生不懂網上轉賬，不虞有詐，便安排兒子向供應商轉賬
2.4萬元訂金。其後一小時內陳先生不斷加碼，先後要求再多買20個
和30個垃圾桶，並再次出示轉賬紀錄，魏先生兒子亦持續向供應商轉
出貨款，直至戶口餘額不足。

直至當日下午5時，魏先生再到銀行查核戶口，發現仍未收到任
何款項，驚覺受騙，合共損失10.9萬元。魏先生說，當日在香港仔警
署報案時，發現同時被騙等待報案的竟有數人，有人損失金額高達
600多萬。

「交易過程中，陳先生不斷說校方很急，供應商又說貨品趕着出
倉過海關，催到我頭腦不清
醒。」 魏先生說， 「我經常
在電視看騙案新聞，從未想
過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就是
因為太心急想幫個仔才受
騙。」 魏先生形容現時生活
水深火熱， 「個個月都要交
租，老婆和兒子都無工作，
又要供樓，都無錢開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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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先生 徐女士

假出貨單

假轉賬紀錄新聞追擊

【大公報訊】記者盛德文報道：近
年詐騙案件及牽涉傀儡戶口的洗黑錢活
動有增無減。觀塘區警方於本月9日至21
日展開代號 「曉光」 的反詐騙行動，以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及 「洗黑錢」
等罪拘捕12人，分別涉及全港多區11宗
詐騙及洗黑錢案，涉及30名19至88歲的
受害人，損失共約670萬元，當中一間
公司損失達450萬元。

利用市民搵快錢心態
12名被捕者包括9男2女本地人，以

及1名內地男子，年齡18至51歲，最小
僅18歲。分別涉及包括網上購物騙案及
電話騙案等。

調查顯示，大部分被捕者為傀儡戶
口持有人，涉嫌被詐騙集團以金錢利誘
開設銀行戶口，或將自己銀行戶口售予
犯罪集團處理犯罪得益。被捕者中，2名

本地男子及1名內地男子已提堂，其餘人
士獲保釋候查。

據警方統計資料顯示，去年涉及洗
黑錢罪行被捕的人數高達8607人，較前
年上升了44%。其中，逾7700人為傀儡
戶口持有人。有調查顯示，在這些出賣
銀行戶口的人士中，不少是搵快錢為數
千元出賣自己的銀行戶口。

《大公報》去年12月底的搵快錢調
查報道，曾直擊不法分子利用社交媒體
及即時通訊軟件廣發帖文，明目張膽利
誘市民搵快錢出賣戶口供犯罪集團洗黑
錢。

警方重申， 「洗黑錢」 乃嚴重罪
行，市民切勿開設銀行戶口予他人使用
或將銀行戶口借予他人作非法用途。根
據香港法例，干犯 「洗黑錢」 罪；一旦
被判罪名成立，最高可被判罰款500萬
元及監禁14年。



反詐騙拘12人 揭利誘賣戶口洗錢
【大公報訊】記者程進報道：警方昨日（24日）開

始，在全港各區展開不定時、不定點的大型嚴厲執法行
動，打擊不小心駕駛、超速駕駛和不遵守交通燈號過馬
路、沒有使用行人過路設施等違規事項。根據《道路交通

（交通管制）規例》規定，在交通燈控制的過路處，行人
必須遵從交通燈指示，若無合理辯解違反規例者，可處罰
款2000元。

截至今年首兩個半月，本港已發生21宗奪命交通意
外，23人死於交通意外，按年飆升四成。

便裝警員及高點攝錄配合
警方交通總部與五大總區交通部人員，昨日起於全港

各區展開不定時、不定點的執法行動，更會配合便裝警員
及高點攝錄，打擊不小心駕駛、超速、不遵守交通燈號過
馬路，無使用行人過路設施等常見違規行為，務求提高市
民大眾的守法和道路安全意識。

警方強調，執法行動絕對不是為 「追票」 ，而是希望
市民明白 「謹慎守法，你我有責」 的重要性。今年首季有7
名行人在交通意外中死亡，其中6人為年滿65歲長者，當中
5人涉及亂過馬路，最常見成因是不遵守交通燈號橫過馬
路、 「攝車罅」 或在大型車輛盲點走出馬路等。警方更特
別提到有市民會跨越數條行車線，甚至攀過護欄或穿越路
面的中央分隔胡亂過馬路，險象環生。

全港不定點嚴厲執法 亂過馬路罰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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