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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路透社
報道：當地時間24日，美國哥倫比亞大
學一名擁有美國合法永久居留權（即綠
卡）的學生起訴美國政府，指控特朗普
政府因她參與反戰示威而撤銷其綠卡並

將她驅逐出境。
21歲的哥倫比亞大學韓裔學生鄭允

書（音）在7歲時隨全家從韓國搬到美
國，此後一直住在美國。法律文件顯
示，她的律師於3月10日被告知她的合
法永久居民身份遭到撤銷。鄭允書曾參
加哥大校園反戰活動。本月5日，鄭允
書參加了哥大學生靜坐示威活動，抗議
「哥大行政當局的過度懲罰」 ，被紐約

警察逮捕，並被控告 「妨礙政府管理」
罪。哥大因此將她暫時停學，並限制她
進入該校校園。訴訟文件稱，美國移民
及海關執法局（ICE）於3月8日簽署行
政逮捕令，並於第二天前往鄭允書父母

的住所尋找她。在移民部門的要求下，
聯邦檢察官於13日在哥倫比亞大學的宿
舍進行搜查，要求她提供旅行和移民記
錄等文件。

特朗普上任後向諸多大學 「開
刀」 ，將校園反戰示威與 「反猶主義」
混為一談，藉機 「整頓」 校園。訴狀指
出，當局對鄭允書採取的行動，是 「美
國政府試圖打壓受憲法保障抗議活動和
言論自由的一部分」 ，美國政府高層
「把移民執法作為手段，壓抑他們不喜
歡的言論，包括鄭允書的發言」 。哥倫
比亞大學領導反戰示威的學生哈利勒也
被移民當局逮捕，並被吊銷綠卡。

參與反戰示威被銷綠卡 哥大學生起訴美政府

【大公報訊】綜合美國廣播公司
（ABC）、法新社報道：美國總統特
朗普近日援引戰時法律，將大批委內
瑞拉移民驅逐出境引發爭議，聯邦上
訴法院法官24日指責，稱美國在二戰
期間對待納粹分子，比特朗普政府對
待委內瑞拉移民還要好。

特朗普政府15日援引1798年的
《外國敵人法》（以下簡稱《外敵
法》），把238名被指控為委內瑞拉
幫派 「阿拉瓜火車」 成員的移民驅逐
出境，將他們囚禁於薩爾瓦多的監
獄。該法允許總統在戰時驅逐來自敵
國的人，上一次使用是在二戰期間。
特朗普稱， 「阿拉瓜火車」 成員 「對
美國實施非常規戰爭行為和敵對行
動」 ，因此援引《外敵法》進行驅
逐。華府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博斯柏格
於同一天簽署14天的臨時限制令，阻

止當局依《外敵法》驅逐更多的移
民。美國司法部表示不滿，要求上級
法院推翻限制令。哥倫比亞特區上級
巡迴法院於24日首次聽取口頭辯論，
司法部代表律師恩賽因稱，禁令 「嚴
重侵犯行政部門的權力」 ， 「阻礙總
統行使戰爭和外交事務權力」 。

上級巡迴法院法官米利特反駁
稱，這些移民在被驅逐出美國之前沒
有經過任何正當法律程序，也未被告
知他們將被送往何處，亦無機會對自
己是否與幫派有牽連提出異議。她
稱，二戰期間，當時納粹分子還能夠
在聽證會上，向法官提出反對被美國
驅逐出境的理由， 「根據《外敵
法》，納粹得到了更好的待遇」 。上
級巡迴法院有三名法官，兩人由共和
黨總統任命，暫時未說明何時作出裁
決。

特朗普驅逐委國移民 美法官：待遇不如納粹


坐47年冤獄 日本「死囚」獲賠千萬創紀錄

▲袴田巖（左）去年9月獲判無罪，有望
獲得逾2億日圓賠償。 法新社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日本朝
日新聞報道：全球服刑時間最長死囚、
被囚禁逾47年的袴田巖，去年9月獲日
本法院宣告無罪釋放後，3月25日傳出
獲得約2.17億日圓（約1120萬港元）賠
償，據稱創下日本刑事案件賠償的史上
最高紀錄。

現年89歲的袴田巖被控於1966年
在靜岡縣殺害其老闆一家4口，但案件
經過重審後，他於去年9月被改判無
罪。今年1月，其代表律師申請國家賠
償。靜岡地方法院發言人表示，應賠償
原告2.17億日圓。根據日本刑事補償法
規定，因刑案遭關押的人若獲判無罪，
可向國家請求每天上限1.25萬日圓的補

償金。日媒報道，最終賠償金額創下了
此類賠償的最高紀錄。但其代表律師表
示，這筆賠償金不足以彌補袴田巖數十
年來所遭受的痛苦，也嚴重損害了他的
精神健康。

曾是職業拳擊手的袴田巖因身體原
因在1961年轉行，在一家味噌廠任職。
1966年，該味噌廠老闆一家四口，包括
兩名10多歲的孩子慘遭殺害，警方逮捕
了袴田巖，認定他是嫌疑犯。袴田巖於
1968年被裁定四宗謀殺罪成，但他稱自
己在警方威逼下屈打成招，並申請重
審，死刑一直未被執行。2014年3月，
袴田巖獲得靜岡地方法院的許可重審，
並暫時出獄，當時他從被捕起已被關了
47年7個月，成為全球被囚時間最久的
死囚。經重審後，案件出現驚人逆轉，
法院懷疑調查人員可能捏造了關鍵證
據，案件引起公眾廣泛關注，最終在去
年沉冤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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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電信詐騙猖獗，其中涉及長者受騙的情況日益嚴重，對此日本
警察廳正在評估擬限制75歲以上長者使用自動櫃員機（ATM）的交易金
額，設定每日上限為30萬日圓（約1.55萬港元）。據警察廳估計，日本
去年 「特殊詐騙」 案近2.1萬宗，涉款達721.5億日圓（約37億港元），
為2004年有紀錄以來最高，涉及65歲以上長者約為1.37萬宗。此外，日
本大阪府議會24日通過修正案，禁止長者在大阪府內的ATM前一邊講電
話一邊操作櫃員機，今年8月開始實施。

日本騙徒
詐騙手法

日本 「特殊詐騙」案損失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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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特殊詐騙」案宗數

假冒親友詐騙：
•犯罪分子冒充親友撥打電
話，騙取受害者金錢。該
詐騙手法報告宗數從2023
年的3955宗上升至2024
年的 6671 宗，增幅達
68.7%。

存款詐騙：
•犯罪分子通常自稱是地方
政府或者稅務局的工作人
員，以退還醫療費用或檢
查預付卡為由，誘騙受害
者交出預付卡。存款詐騙
報告件數有所下降，從
2023年的2754宗下降至
2024年的2256宗。

退費詐騙：
•犯罪分子通常以辦理退稅
等手續為幌子，誘騙受害
者操作自動提款機向犯罪
分子賬戶匯款。退費詐騙
報告件數略有下降，從
2023年的4185宗下降至
2024年的4066宗。

虛假收費詐騙：
•此類詐騙是指犯罪分子要
求支付並未使用過的服務
費用，引發受害者恐慌進
而騙取錢財。虛假收費詐

騙報告件數略有上
升，從2023年的

5198宗上升
至2024年的
5492宗。

註：2024年
數據為暫定
值

20987
19038

17570 註
：2 02 4

年
數
據
為
暫
定
值

20000

15000

10000

5000

0

（宗）

（年）

（年）

452.6

▲

日
本
詐
騙
案
激
增
，
長
者
會
在
犯
罪
分
子
的

哄
騙
下
在A

T M

進
行
轉
賬
操
作
。

彭
博
社

【大公報訊】日媒25日報道，日本
警察廳正在評估擬限制75歲以上長者使
用自動櫃員機（ATM）的交易金額，設
定每日上限為30萬日圓（約1.55萬港
元），盼有助緩解詐騙情況。警察廳估
計，日本去年 「特殊詐騙」 案近2.1萬
宗，涉款達721.5億日圓（約37億港
元），為2004年有紀錄以來最高。其
中，涉及65歲以上長者約為1.37萬宗，
約佔總數的65.2%。

所謂 「特殊詐騙」 ，主要是通過特
定手法（例如電話）等取得受害者信
任，騙取現金等財物的犯罪行為的總
稱。據日本警察廳數據，在所有報告的
「特殊詐騙」 案件中，犯罪者最常使用
的工具是電話，佔比接近80%，其他工
具包括電子郵件、紙質信件等。

日本各金融機構目前自行設定ATM
交易額度，其中許多金融機構訂定上限
為每日50萬日圓、匯款100萬日圓。若
日本政府決定修例，統一所有金融機構
的ATM交易額度，將是日本首次為了應
對特殊狀況，而統一調整ATM交易額
度。

大阪禁長者在ATM前打電話
據日本警察廳數據，近期犯罪分子

假冒親友撥打電話，騙取受害者金錢的
詐騙案件激增，從2023年的3955宗上
升 至 2024 年 的 6671 宗 ， 增 幅 達
68.7%，受害金額高達452.8億日圓
（約23.5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增長
239.2%，受害者以老年女性居多。

面對長者被詐騙的情況激增，日本
大阪府議會24日正式通過安全城市條例
修正案，禁止長者在大阪府內的ATM前
一邊講電話一邊操作機器，同時也強制
要求所有金融機構及便利商店配合採取
防範詐騙的措施。這是日本首次有地方
政府強制採取相關措施，最快會在8月1
日起實施。

條例要求，ATM運營商必須通過張
貼海報、廣告牌公示等方式提醒長者，
禁止他們邊通話邊操作ATM。針對電子
支付欺詐，若是單筆交易超過5萬日圓
（約2600港元）時，便利商店等零售店
必須檢查是否存在詐騙風險。金融機構
要將3年內未進行過ATM轉賬的70歲以
上老人，設立每天10萬日圓（約5200港
元）的轉賬上限，在售賣預付卡時需確
認顧客是否有遭詐騙的可能。

大阪府去年發生2658宗 「特殊詐
騙」 案件，損失金額達63.8億日圓（約
3.3億港元）創新高，相當於每天被詐騙
金額為1700萬日圓（約88萬港元）。有
七成受害者年齡在65歲以上。從詐騙手
法來看，最常見的是 「退款詐騙」 ，即
向受害人謊稱可以退還醫療費等費用，
然後誘騙其操作ATM機，此類案件
1149宗，佔比超過40%。2023年涉案
情況數據顯示，95%的 「退款詐騙」 案
件都是通過無人值守的ATM進行的，
93%的受害者年齡在65歲以上。

此次新規旨在從源頭防範，但目前
違反規定並沒有相關罰則，讓金融機構
安裝能發出警告的AI攝影機等措施，也

只是自願行為。如
何使法規更有效成為
挑戰。大阪府危機管理辦
公室副科長濱岡亮（音譯）
表示， 「就像現在在火車上
不使用手機已成為常識一
樣，我們希望在ATM機前不
使用手機也成為常識，哪怕
是減少一宗犯罪事件。」

（綜合報道）

▶日本長者被詐騙的情況
激增，大阪禁長者在櫃員
機前打電話。 網絡圖片

打擊詐騙 日本擬設長者ATM轉賬上限
去年「特殊詐騙」案逾2萬宗 損失37億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