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早前提出全
面優化高中四個核心科，包括大幅改革通識科及
精簡中英數。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評局公開考試委
員會昨日經詳細審議，確認通過四科目的優化方
案並向教育局提交最終建議，包括通識科將改名
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容設香港、國家和
當代世界三個核心主題，及提供內地學習機會
等；而連同中英數三科的優化，高中三年共可釋
放約100小時至250小時。議會期望，教育局能
盡快接納建議，讓優化方案於2021/22學年於中
四推行。
在是次優化中，中文和英文科主要是精簡/整合

必修和選修部分，以及減少文憑試考卷數目或優化

試卷設計；而數學科則列明可讓部分學生修讀必修
部分的「基礎課題」及部分「非基礎課題」。至於
最受關注的通識科，科目委員會早前提出數個改名
選項，最終課程發展議會敲定為「公民與社會發展
科」，內容方面則通過設有香港、國家和當代世界
三個核心主題，並提供內地學習機會，另會維持必
修必考但取消校本評核。整體而言，核心科優化可
為高中生釋放約100小時至250小時，助學校提供
更多元化的課程及照顧學生多樣性。
課程發展議會主席譚嘉因指，優化方案能減輕

學生考試壓力，對所有學生都有裨益，學校可以
配合校情及學生需要，靈活運用所釋放的課時，
為學生創造空間，照顧不同的興趣、能力和抱

負，讓他們各展所長。議會期望當局盡快接納建
議，讓方案於今年9月新學年於中四級開始推
行。至於現高中生則會沿用目前課程。

中四起停辦組合科學和綜合科學
除核心科外，昨日會議亦通過2021/22學年中

四級起停辦組合科學和綜合科學兩科，以騰出空
間讓學校優化課程，學生亦可按意願選修其他
STEM或應用學習科目。該兩科被指內容與傳統
理科科目重疊，成效未如理想且選讀人數持續減
少，逐漸於高中課程淡出。

灣區教育家長聯會成員陳小姐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指，非常認同將通識改名「公民與社會發展

科」。她指出，現時通識科存在太多問題，甚至
有教師向學生灌輸「違法達義」的錯誤觀念，早
已令家長對科目失去信心，「新科目名字包含
『公民』、『社會』等字眼，正正反映了學生在
這方面的不足，需要彌補。」

針對課程內容由六大單元變成三個核心主題，
陳小姐認為這有助學習聚焦，「我就讀中五的孩
子曾反映，通識課程內容繁瑣、評分標準虛無，
只會讓人無所適從。」她認為，若容許通識亂象
繼續下去，後果不堪設想，課程改革可讓教
學受規管，「『黃師』就不能再胡亂發
揮，只引用偏頗的媒體報道上
課！」

通識將改名「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擬9月中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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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受騙，請立即致電
警方24小時防騙易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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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防騙小貼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疫情之
下投注站運作受影響，不少賭徒轉至網
上賭博。香港明愛家庭服務明愛展晴中
心疫情期間接獲62宗參與網上賭博的
人求助，當中近三成人欠債逾 60萬
元，更有人因此破產。中心指，不少賭
博網站迎合潮流趨勢，增加電競、體育
等元素，更提供先賭博、後付款的形
式，令一些年輕人身陷其中，建議警方
加強打擊網上非法賭博。
中心指，網上賭博的求助者以年輕人

為主，逾 75%求助者年齡不超過 39
歲，有兩人更是18歲或以下。逾60%
人自16歲至20歲起開始賭博。88.7%
求助者因賭博出現情緒困擾，59.7%因
此無心工作，陷入惡性循環。
明愛展晴中心輔導員王頌然指，疫情

期間市民減少外出，網絡賭博得以迅速
發展。先賭博、後付款的形式亦令不少
未有正式收入的年輕人或大學生也可參
與下注，形成「先賭未來錢」的現象，
欠債問題愈發嚴重。
今年30歲的戒賭者阿強18歲開始參

與馬會賭錢，2017年接觸網上賭博，疫
情之下變本加厲。他指，不少網賭廣告
會以提供工作機會為幌子，誘騙市民點
擊鏈結，並提供借貸服務鼓勵賭博，
「提供住址證明就可以換到credit（信
用額），每周結算，最多一日贏20多
萬元，很快就沉淪。」
十賭九輸下阿強開始向借貸公司借

錢，月入3萬元的他曾要償還每月近
10萬元的債務，「收不到賬就會來家
裡騷擾，與家人關係變得好差，最後

是媽媽幫我還清 50萬元賭債。」不
過，阿強兩個月後又控制不住翻賭，
最終以失業、破產收場，他才幡然醒
悟，「賭博帶不來我想要的，反而拖
累家人。贏錢只是一時，長期賭怎可
能贏？」

團體倡警加強打擊
明愛展晴中心高級督導主任陳志華

指，隨着科技發展與智能設備的普及，
賭博網絡化的趨勢或將延續，中心建議
警方加強打擊網上非法賭博，並與戒賭
中心設立轉介機制，鼓勵參與網上非法
賭博人士接受輔導，避免再次犯錯。
中心也將繼續加強公眾教育，宣傳賭

博危害，冀從源頭避免市民墮入非法賭
博陷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經濟下
滑，有人趁火打劫，警務處反詐騙協調中
心公布最新數據顯示，去年與2019年相
比，整體詐騙案件由 8,216 宗上升到
15,553宗，升幅為89.3%，其中求職騙案
由 175 宗上升到 332 宗，升幅高達
89.7%。損失最慘重的苦主是一名年僅21
歲失業文員，共損失73萬元。
商業罪案調查科署理總警司鄭麗琪日前

總結去年詐騙案件時指出，去年的求職騙案
中，騙案宗數及涉及金額最高的為「保證
金/行政費騙案」，共有195宗涉款830萬
元，其次是「借貸騙案」，68宗涉款780萬
元。以上兩種騙案類型的手法都是騙徒利用
受害人「搵快錢」的心理，誘騙他們將自己
的錢存入騙徒賬戶，謊稱能獲取高額佣
金，但財到騙徒手後便銷聲匿跡。

「刷單」發還酬勞 其後騙徒失聯
「保證金/行政費騙案」手法並不
罕見，傳統上是要求受害人將保證
金、行政費、制服費或培訓費等
名目的款項存入指定戶口，但近
兩年新增一種稱之「刷單」的手
法。
首先，騙徒會在社交媒體網站發出

「搵快錢」的招聘廣告，聲稱聘請「刷
單」打手，即透過打手買貨推高某種商品

的銷量，使消費者以為有關商品受歡迎，
然後「僱主」會發還貨款及酬勞予打手，
騙徒利用這工種的運作模式進行詐騙。
商業罪案調查科（訛騙案調查組）總督
察陳日淮解釋，騙徒為博取苦主信任，首
幾次「刷單」苦主能獲退還本金及佣金，
之後要求苦主買貴價產品，並將貨款存入
騙徒預先安排的戶口中，得手後騙徒便人
間蒸發。去年最高金額的一宗騙案便是
「刷單騙案」，一名21歲的失業女文
員，為了賺取相當於貨款5%的佣金，累
積被騙73萬元。「事主去年底開始接觸
騙徒，先後11次向騙徒轉賬刷單，直到
今年1月與騙徒失聯後才發覺自己被騙，
幾次刷單涉及的款項已無法追回。」
商業罪案調查科（反詐騙協調中心）高
級督察張文瀚指出，「貸款騙案」亦方興未
艾，騙徒同樣在社交平台聲稱招聘「匯款
員」，謊稱幫公司收取一筆匯款然後轉賬至
指定戶口便能獲得高額佣金。過程中，騙徒
要求求職者提供個人資料，騙徒之後冒求職
者身份向財務公司或銀行借貸，貸款到賬
後，求職者誤以為是匯款而將錢轉入騙徒指
定賬戶。求職者通常直到銀行或財務公司寄
來貸款文件才發覺被騙，但此時騙徒早已逃
之夭夭。今年1月，一名60歲的保安員就因
此受騙，為了取得10%佣金、即6萬元，最
終損失60萬元。

提防新興手法

●切勿下載來歷不明的應用程式

●切勿輕易代購昂貴物品

祖籍在廣東的阿傑四年前以工
作簽註申請來港，但一場世

紀疫症令他淪為失業大軍一員。禍
不單行的是，他的簽註即將到期，
必須在限期前找到新工，否則便
「雙失」既失業又失留港資格，
「之前在機場工作雖然好辛苦，但
做得都算開心，萬萬沒想到疫情的
打擊如此之大。」
阿傑去年被裁員後就開始四處找
工作，由於工作經驗較少，加上失
業率高，求職四處碰壁。「其實，
去年初已經要放無薪假，靠住在廣
東的父母補貼生活費，現在連工都
無埋，長貧難顧，喺鄉下的父母表
明只能支援我到5月。」
求職心切下，他見到有保險公司
聘請「客戶服務專員」，即如獲至
寶，「這份工同我之前的工作性質
相近，而且有基本底薪，不論多
少，能安穩工作我就滿足。」

考牌搞幾個月 終覺上當
阿傑最後面試成功，但保險公司
提出要報考「保險中介人資格考試
（試卷一及三）」才能正式取錄。
他最初也有疑問：「做客服啫，為
何需要考保險牌？」保險公司聲
稱：「監管部門要求的。」
阿傑不虞有詐，開始專心準備考
牌，經歷幾個月、數次報考失敗，
最近終於成功通過考試，歡天喜地
接受入職前培訓之際，才驚覺上
當，「當初面試的職位是客服，為
何現在培訓內容全是保險銷售的知
識？」之後，上司更要求他報考保
險中介人資格考試（試卷四及
五），「我愈發懷疑自己將來的崗
位不是客服，而是做保險銷售。」

若簽唔到單扣底薪
內心困惑的他因為實在需要一份
工，不敢當面向上司求證完成培訓
後的工作性質，但從同期培訓的同

事口中得悉，「大家每月雖然有底
薪，但如果簽唔到單，底薪就要被
扣。」阿傑深感疑惑：「要簽夠
單，豈不是保險代理員的工作？」
由於他與公司仍未簽僱傭合約，

之前的面試也是口頭承諾，如今
「口同鼻拗」，加上已報考中介人
牌照的阿傑「洗濕個頭」，他說：
「幾個月前我開始將精力放在這裡
（保險公司），沒有找其他工作，
簡直是浪費了我幾個月的時間，而
且仲要自費考試，如果唔入職就白
白浪費時間及考試費。」

無咗份工就無法為簽註續期
不過，入職也是難，阿傑自覺性
格內向、在港人脈不足，種種情況
也顯示他不是保險代理的料子，入
職也可能「跑唔夠數」，「簽唔到
單的話，不僅要退還底薪還可能被
炒，無咗份工就無法為簽註續
期。」阿傑陷入兩難，入不入職也
要面對排山倒海的難題，但他最不
滿是保險公司以這種手段誤導求職
者，「他們用這樣哄騙新人加入，
太惡劣了！」

從業員多 管理良莠不齊
保險業出現的不良招聘手法令人

咋舌，而類似阿傑的遭遇並不罕
見。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
少雄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保險從業人員眾多，各團隊管
理人員良莠不齊，難免有人採用
「掛羊頭賣狗肉」的不良手
法進行招攬，「這種手法
絕對是不合適的，就好
比你應徵做侍應，結
果叫你去做公關，
明明應徵的是後
援，卻被要求做
前線。」

新冠肺炎疫情摧殘下，勞動市場萎縮，求職騙案出

現，根據警務處數據，去年求職騙案按年激增近九成。有

保險公司以半哄半騙手法氹新血入行。從事旅遊相關行業

的阿傑過去一年由減薪到被裁，經濟拮据，求職心切下應

徵做保險公司的「客戶服務專員」，公司以「監管機構要

求」為由一再哄他報考保險從業員牌照，簽僱傭合約前夕

才知這份工「假客服．真保險經紀」，必須跑數開夠單才

能領取底薪。過去數月「備試」、花費考牌的阿傑已「洗

濕頭」，入不入職陷兩難，對保險公司的招聘手法更感心

寒，「他們竟然這樣欺騙人。」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求職騙案年增九成
最慘21歲女失7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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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下沉迷網賭 青年欠債破產

●戒賭者阿
強（左）自
述 賭 博 經
歷，悔不當
初。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審視入職要求

●未正式簽約前，切勿提供個人身份證
明文件，包括身份證、銀行戶口及住址證
明等

●未正式上班前，切勿繳交保證金、課程費或
行政費等

●求職面試中如被要求申請貸款，應提高警覺

●避免墮入洗黑錢陷阱，切勿把銀行戶
口借給親朋戚友，甚至陌生人，

以免他人用作非法用途

尋找求職信息

●盡量通過大型求職網站及公司官
網了解招聘信息

●若通過社交平台接觸求職公
司，切記了解公司背景

●若有人答應提供報
酬異常優厚的工
作，應抱懷

疑態度

求職防騙小貼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