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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保安局局長
李家超近日在《紫荊》雜誌撰文，指香港國安
法發揮了震懾力，實施效果立竿見影，但「港
獨」分子仍繼續以利用媒體等方式荼毒年輕
人、美化暴力，必須嚴防本土恐怖主義的潛
伏，要防範表面平常的人突然變成「孤狼」進
行恐怖行為，警惕外部勢力破壞國家和香港利
益。針對香港面對個人資料被武器化的風險，
他表示特區政府正積極推進《私隱條例》修
訂，將起底行為刑事化。

李家超撰文指，香港國安法的實施立竿見影，
有效遏止「黑暴」、「港獨」及外國勢力介入等

囂張違法行為，使香港「由亂變治」，暴力行為
銳減，使市民從每天出門要提心吊膽避開暴亂地
點，免在街上被暴徒襲擊，到現在能安心出門，
暢通無阻。然而，社會大致回復正常，但不代表
香港的國家安全風險就此消失，故香港要時刻戒
備，警惕五大國家安全風險：一是「港獨」分子
的滲透；二是本土恐怖主義的潛伏；三是外部勢
力的插手破壞；四是香港守法意識被削弱；五是
個人資料被武器化。
李家超說，「港獨」分子雖然已經收斂，但沒

有完全放棄，仍然死心不息，繼續利用媒體、文
化藝術、刊物等方式宣揚「港獨」主張、荼毒年

輕人、美化暴力，例如有學生在畢業典禮上公然
宣揚「港獨」，並在校園內襲擊他人；有影片鼓
吹暴徒行為，歌頌拒捕的行徑；有無恥之徒將自
我自由凌駕於他人自由之上。

自我激化者隨時做恐怖行為
他指出，在2019年黑暴至今有20多宗涉及爆

炸品、槍械或子彈的案件，香港警方至今拘捕了
92人，起訴了38人，而最近一宗案件是在兩個月
前發生，顯示本土恐怖主義在社會有潛伏風險。
「我們要防範自我激化的人，他們表面平常，但
可以突然變成『孤狼』，做出恐怖行為，造成嚴

重死傷。」
他又指，很多年輕人誤信無恥之徒散播的「違

法達義」主張，香港守法意識被削弱，治安風險
增加，而香港罪案數字近兩年亦持續上升，故必
須警惕，避免讓治安風險演變成國家安全風險。
針對大量不同界別人士在黑暴期間被起底，李

家超表示香港仍面對個人資料被武器化的風險。
為更有效、更直接打擊起底行為，特區政府正
積極推進《私隱條例》修訂，將起底行為刑
事化，賦予私隱專員刑事調查權及檢控
權，並有權要求網絡平台移除
內容等。

李家超：國安法立竿見影 須防本土恐怖「孤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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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騙新招拋磚 險呃婆婆900萬元
先付4萬「誠意金」取信受害人 再誘付巨款證清白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警方近年不斷偵破和踢爆電騙及網騙伎倆，惟騙案仍有增

無減，去年有逾1.55萬宗騙案、涉款共35.5億元，而今年首

兩個月已有2,673宗涉款6億元。警方提醒市民，要特別注意

騙徒慣用社會熱點議題「變種」編造故事，目的就是要令受害

人「信」，並在受驚或渾沌下付錢。警方早前便揭發有假冒官

員電騙案加插了「誠意金」拋磚引玉新招，先向一名婆婆支付

4萬元買手機作聯絡及查案補償，再叫她匯錢以證清白，受害

人準備匯出900萬元時，雖被醒目的銀行職員察覺及報警截回

巨款，但婆婆初時仍深信對方是在幫她，幾經警員分析和解釋

才如夢初醒，頻呼「我真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最近發現有電話
騙案繼續「變種」以「騙上騙」手法，對付警方和銀行
為遏止騙案而採取的「緊急止付機制」，即利用一個受
害人的銀行戶口將騙款轉移至另一受害人的戶口，用以
迷惑及拖延警方追查，爭取時間轉移騙款。
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總督察莫子威表示，過往騙徒一般

是利用「傀儡」銀行戶口，這些戶口以購買或盜取獲
得，這些戶口較為單一，主要作為犯罪用途，因此容易
被警方鎖定；但若使用受害人的銀行戶口，該些戶口持
有人均有正常運作，若金錢轉移沒有特別異常，警方較
難發現。莫子威續指，詐騙集團犯案時會同步向大量受
害人下手，必然擁有大量銀行戶口資料，只需適當調
配，便可隨意調動犯罪所得金錢；例如受害人陳婆婆的
電騙案中，警方懷疑騙徒存入的其中3萬元，便是由另
一名受害人存入，轉賬過程只需3個小時內完成。
現時銀行業務繁多，包括推出網上理財及電話理財

等，以及電子支付的方式增多，使金錢轉移速度更快更
方便。然而，警方需要查閱涉嫌銀行賬戶時，必須確定
是否涉及罪案，再根據相關程序向相關銀行申請，往往
費時失事，隨時要花上數月時間才可查到騙款流向。
莫子威強調，警方打擊騙案重點之一，是要盡快追截

受害人被騙金錢流向，如同與時間競賽，越快摸清被騙
金錢流向將其截停，越能減低事主損失，亦可更快追查
騙徒去向。警方已與銀行業界加強聯繫，商討改善溝通
渠道，在不影響銀行賬戶私隱下，加快堵截騙徒將騙款
移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近年騙案不斷飆升，尤以科技罪
案急增情況令人憂慮。今年首兩個月涉及社交媒體騙案有476宗、
網上騙案有312宗，較去年同期分別上升1.6倍和4.6倍（見配表
一）；警方相信案件增多與疫情之下市民多了留家進行上網有關。
至於電話騙案手法方面，目前仍以「內地官員」、「猜猜我是誰」
兩類為主，而今年首兩個月的電話騙案有122宗，較去年同期的93
宗上升31.2%。
警方續指，去年涉及網上購物的騙案急增至6,678宗，較前年的
2,194宗，上升兩倍（見配表二），涉款達1.2億元，當中約一半是
涉及網上購買口罩及防疫產品；但隨着口罩及防疫情產品需求緩和
後，近期又發現騙徒轉以透過網上購買食材及生活用品等，在網上
以「超筍價」作招徠，誘使受害人入局，當受害人以電子付賬方式
落訂後，騙徒則關閉網站及失去聯絡。
另外，騙徒亦會在不同社交媒體發放信息，包括進行所謂

毋須經驗、薪高糧準或高回報投資等，誘使因疫情而失業
急於求職的市民墮入「洗黑錢」或「倫敦金」騙局，
又或色誘受害人跌入網上情緣陷阱等；去年
涉及網上情緣的騙案便多達905宗，
較前年的594宗急增311宗
或52.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
再破億元毒品案。警方根據情報經深入
調查，上周五（4月30日）掩至元朗白
沙村在兩輛廢車內，合共檢獲100公斤
市值逾1.34億元的可卡因毒品，並在村
屋拘捕一名涉案男子，這是警方今年至
今破獲的第三宗億元毒品案。
警方毒品調查科早前根據線報及經
深入調查後，上月30日下午掩至白沙
村截查該名目標男子，隨即搜查他居
住村屋前的兩輛棄置私家車，分別在
車尾箱和車廂座位發現多個紅藍白手

提膠袋，共裝有99磚用膠紙獨立包裹
的可卡因毒品，以及1包用膠袋包裝的
可卡因，共重約100公斤，遂將其拘
捕，並在其居住的村屋內另外檢獲約
30萬元現金，以及一批分拆及包裝毒
品的工具。由於部分可卡因包裝上仍
有水氣，警方相信該批毒品不久前才
由水路偷運入境。

料被捕男充當儲存分銷角色
被捕男子姓譚（36歲），報稱任職

維修員，現被暫控兩項販毒罪，今日

（3日）上午在屯門裁判法院提堂。警
方相信被捕男子在該販毒集團中充當
毒品儲存及分銷角色，現正設法追查
該批毒品來源和銷售途徑，以及其他
犯罪成員下落，不排除更多人被捕。
警方毒品調查科（行動）高級警司吳

頴詩表示，疫情之下，全球毒品產銷均
有上升趨勢，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
公室發布的「世界毒品報告」指出，
2020年全球可卡因產量和緝獲量均破紀
錄。香港緝獲毒品案亦符合世界趨勢，
2020年警方檢獲的大麻、可卡因、氯胺

酮、海洛因及冰毒量，較前年上升1倍
至7倍，情況值得關注。
警方今年至今另外破獲的兩宗過億元

毒品案，一是4月2日及3日在沙田區兩
個工業大廈單位及一私人屋苑的住宅單
位，合共檢獲的約706公斤可卡因，市
值逾9.35億元，為香港執法機關偵破歷
來最大宗的販運可卡因案件；另一宗是
今年2月3日，在元朗一個私人屋苑單
位及葵涌一個貨倉，合共檢獲682.3公
斤氯胺酮（K仔），市值超過4.37億
元，數量為歷年來最大宗。

警破廢車藏毒案 檢值1.34億可卡因

表二

近年騙案數字比較趨勢
類別
騙案總數
網上購物
電話騙案
網上情緣
資料來源：警務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2019年(宗)
8,216
2,194
648
594

2020年(宗)
15,553
6,678
1,193
905

升幅
89.3%
204.4%
84.1%
52.4%

表一

今年首兩個月騙案與去年同期比較
類別
騙案總數
社交媒體
網上騙案
電話騙案
資料來源：警務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2020年(宗)
2,475
183
55
93

2021年(宗)
2,673
476
312
122

升幅
8%
160.1%
467.3%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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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初，陳婆婆接獲自稱內地官員的電話，初時曾即時收線，但騙徒再
三致電並勸她不要掛線，又講出其身份證號碼及名字，要求她確認，陳

婆婆猶豫之際，對方則指明其罪狀，指她的身份證在內地開啟了電話號碼，並
存放大量「港獨」資料違反國安法，要求她到湖南省長沙市接受調查，並將
900萬元存入指定銀行戶口，作為調查期間的保證金以表「清白」。
騙徒又以「拋磚引玉」新招，聲稱為方便陳婆婆協助調查，要求婆婆提供銀
行戶口號碼，讓他們先存4萬元到陳婆婆銀行戶口，其中1萬元用作購買新手
機及電話卡，另外3萬元則給她作為繳交「保證金」期間的補償，陳婆婆因而
深信對方不是另有所圖。其後騙徒要求陳婆婆每3小時通話一次，又強調該案
是二級保密，不能向家人透露，並威嚇她若不合作，兩小時內便有人到其寓所
將她拘捕。

銀行職員起疑 報警阻匯款
最後騙徒以手機傳給陳婆婆一個網址，要求她輸入銀行戶口及密碼，惟陳婆
婆沒有網上理財，須親到銀行辦理手續，其間職員察覺可疑，恐防陳婆婆被
騙，多次提醒無效下，惟有報警阻止匯款，但陳婆婆初時仍如被騙徒「洗腦」
般，不信墮入騙局，反而深信騙徒是在幫自己，警員幾經分析和解釋，她才如
夢初醒。陳婆婆上周四（4月29日）以視像會議出席警方召開的記者會稱，騙
徒在通話中像幫自己分析解決問題，如問「有無遺失身份證？」、「有沒有洩
漏個人資料？」，又說「要為她查清楚脫罪」等，令她相信騙徒是為自己洗脫
嫌疑，當她獲知真相後，頻頻慨嘆自己「我真傻」。

騙案常用流行熱話設局
警方表示，網騙、電騙都是捉受害人心理，萬變不離其宗，以「偷、呃、
拐、騙、氹」方式，令受害人驚慌、貪心或有所求的心理，所以不論騙案如何
「變種」，無論是以「洗黑錢」、「國安法」、「疫情」等「故事」進行騙
局，其實都是利用受害人不熟悉法例或新發生的議題行騙，令受害人難以即時
分辨。
此外，警方亦發現電騙的手法出現些微「變種」，由過往受害人按轉接電
話鍵，改為直接轉線，使受害人減少考慮空間。不過，騙徒最終劇本仍是向受
害人索錢。警方提醒市民，只要冷靜下來想一想，過中必然有破綻，如對方來
電顯示是「+852」字頭、對方要求「以錢脫罪」、出現「特務」聯絡及接觸
等，這些都是天方夜譚。警方強調，執法人員不會做違法的事，更不會在電

話中索取市民的個人資料。
為打擊騙案及向市民宣傳防騙意識，警方在上月「防騙

月」，再次成功搗破多個行騙集團，包括電話騙案、
求職騙案、網上騙案及派對房刷卡騙案等，

涉及金額數以億元。

疫下網騙飆升
首兩月增4.6倍

▲陳婆婆（左屏
幕）透過視像會
議現身說法被騙
經過。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警方指騙案數
字持續上升，今
年首兩個月已有
2,673宗。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毒品調查科（行動）高級警司吳頴詩（左）及總督察
葉秀蘭（右），展示檢獲的大批可卡因毒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