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方設計的4個騙徒人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將今
年2月定為警隊「防騙月」，由反詐騙協調
中心（ADCC）統籌警隊各單位，全方位推
行防騙宣傳工作，包括針對各類騙案，設計
不同的防騙教育活動。為提高市民防騙訊息
和深刻印象，反詐騙協調中心以「騙盜行
者 呃到埋身」宣傳片，設計了4個騙徒人
物，包括打電話扮官員去騙人的「電騙之
王」、欺騙金錢及感情的「騙愛玩家」、專
欺騙求職者的「假工祭師」，以及靠假短訊
或假電郵去套取個人資料的「釣魚特工」。
以4個騙徒角色所製作的短片和聲帶，已

開始在6間電視台及3間電台播放，包括無
綫電視的《東張西望》、《思家大騙》節
目，以及網上短片亦已經陸續上載到警隊社
交平台和反詐騙協調中心網頁（www.adcc.
gov.hk）。
警方會繼續在各互聯網及社交媒體，隧

道、公共交通工具、大型戶外廣告位置，以
及透過信箱發放防騙信息，將防騙資訊帶入
每家每戶；各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和警民關
係組亦會派發有關4個騙徒人物的小冊子至
信箱及透過香港郵政的通函郵寄服務派給市
民。
此外，警方亦會派員走進社區，全方位與

市民互動宣傳防騙。

警隊拍片教分辨四類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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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悅軒

網戀騙案激升 專業人士都中招
去年642宗涉款3.6億 騙案逾七成與網絡有關

騙徒因應互聯網時代日新月異，行騙手法亦隨着潮流改

變，利用互聯網、社交平台及電話等囂張犯案。警方於去

年接獲的近2萬宗騙案中，逾七成與互聯網有關，騙徒以假網站、

假連結等技術，讓受害人蒙在鼓裏，不少年輕人及專業人士亦不

慎中招。警方表示，為打擊騙案及加強防騙宣傳，將今年2月定為

警隊「防騙月」，推出「騙盜行者 呃到埋身」宣傳片，以4個騙

徒人物，在各社交媒體配合全方位宣傳，提醒市民小心受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四種騙案2021年與2020年比較
騙案類別

電話

網戀投資

求職

網絡釣魚：

假冒郵遞服務

假冒電子支付款平台

資料來源：警務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宗數及同比

2021年

1,140

642

1,074

363

270

2020年

1,193

181

332

14

0

增減比率

↓ 4.6%

↑254%

↑223%

↑2492%

——

損失金額及同比

2021年

81.11億元

3.6億元

8,510萬元

560萬元

330萬元

2020年

57.48億元

8,500萬元

1,990萬元

57萬元

0

增減比率

↑ 41%

↑326%

↑327%

↑882%

——

防騙錦囊
電話騙案

◆不要接「+852」字頭的陌生來
電

◆即使陌生來電者能講出你的個
人資料，或傳送有你相片的拘
捕令，亦不代表他/她是真正的
執法人員，騙徒可以透過非法
手段取得市民的個人資料

◆真正的執法人員調查案件，並
不會透過電話向你索取銀行賬
戶資料

網戀投資騙案

◆要核實網上情人身份

◆切勿透過不明來歷的連結下載
所謂「投資應用程式」，真正
的程式只會在官方應用程式商
店下載

◆當所謂「投資公司」是以個人
銀行戶口或電子錢包收取投資
資金，好大可能是騙案

求職騙案

◆未正式上班前就被要求繳交保
證金或其他形式墊支費用，或
以「刷單員」及「匯款員」等
作招徠，好大可能是騙案

◆切勿把銀行戶口借給僱主或陌
生人，或以個人名義代其他人
申請貸款

◆若招聘廣告聲稱能夠「搵快
錢」，但不需任何技能就有優
厚報酬，應加倍小心

網絡釣魚騙案

◆切勿開啟來歷不明的郵件或訊
息，或點擊裏面的超連結或附
件

◆如網站要求提供個人或信用卡
資料等，應格外留神。應向有
關機構核實信息，也可到守網
者 網 站 （cyberdefender.hk）
的「網絡釣魚詐騙搜尋器」查
證一下，只要輸入有關電郵地
址或網址，便立即知道是否與
釣魚詐騙有關

資料來源：警務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警方指，去年騙案大幅增加，包括電話騙案、網戀投資騙案、求職騙案及網
絡釣魚騙案等，共接獲19,249宗，較2020年的15,553宗增加3,696宗，上

升23.8%。反詐騙協調中心（ADCC）成功攔截騙款高達23.5億元。
所有騙案中，逾七成與網騙有關，其中「網戀投資騙案」大幅上升兩倍半，由

2020年的181宗，上升至去年的642宗，損失金額更高逾3.6億元。而根據資料，
受害人以21歲至50歲為高危群組，男女比例為5:1，其中不乏有投資經驗或專業
人士，因墮入網戀而不能自拔。
據分析，網戀投資騙案屬網上情緣騙案加投資騙案的混合型手法，相對於傳統
的網上情緣騙案會「更上一層樓」，騙徒會於社交平台打造「俊男美女」形象，
自稱為海外工作的工程師或跨國企業管理層等專業人士，再透過「噓寒問暖」變
成網上情人，從中「摸底」以掌握受害人的隱私及財務狀況，繼而推薦不同種類
的所謂投資產品或計劃，誘騙受害人投資，其間又會以虛假的投資應用程式或網
站，要求受害人下載，而所有操作都由受害人親自處理以減少懷疑。

退休婦被誘購虛幣 失財1780萬
去年10月，一名65歲退休女子不幸受騙，被一名自稱38歲、持有內地護照、

即將由加拿大回流香港發展加密貨幣的男騙徒，假借租房「搭上」後，誘騙投資
加密貨幣。女事主先後將1,700萬元存入8個本地個人銀行戶口，約一個月戶口
結餘增至4,400多萬，她希望先行套現獲利，但平台顯示其戶口曾用於洗黑錢被
凍結，要求她繳交約800多萬元保證金才能取回，但最終無法在平台取回款項，
男騙徒亦失去聯絡，女事主共損失1,780萬元。
網絡釣魚騙案方面，警方去年首次發現騙徒假冒金融機構發出的釣魚短訊，以
及針對熱門電子支付平台的騙案。騙徒聲稱戶口持有人的戶口出現異常或有轉賬
指示，要求用戶立即處理或確認，當用戶打開短訊內的超連結進入假網站後，會
被要求輸入憑證和一次性密碼，騙徒從而取得這些資料後立即登入事主的網上銀
行戶口將存款轉走。由於騙徒隱藏發訊人的電話號碼，並假冒銀行暱稱，手機系
統會把同一暱稱發出的短訊視為同一人發出，以致真假短訊放在一起，令人難以
分辨。警方去年接獲的該類騙案有352宗，涉及損失達2,000萬元。

來港內地生成騙徒新目標
至於電話騙案則仍以「假冒官員」為主，去年共有641宗，造成的損失佔總損

失九成，約7.8億元。當中騙徒手法亦會隨時代轉變，由目標為長者轉為由內地
來港就讀的大學生。根據資料，來港內地大學生被騙人數由2020年的80人，上
升至去年的193人，最大一宗被騙款項為300萬元，情況令人關注。此外，被騙
大學生更可能成為犯罪工具，被利用成為「特務」協助騙案收款或協助洗黑錢。
另外「猜猜我是誰」亦有497宗。
求職騙案方面，因應疫情失業率高企，騙徒利用市民急於搵工的心態，在網上
發布帖文以「無風險」、「無押金」、「無需工作經驗」、「高佣金」等字眼作
招徠行騙。去年警方共接獲1,074宗求職騙案，比2020年多出742宗，升幅達2.2
倍，損失8,500多萬元。而近年流行的網上聘請「刷單員」，便是以高回佣引誘
求職者先付款，為所謂的購物平台製造高銷量，並聲稱會在完成「工作」後把墊
支的金錢連回佣轉至受害人戶口，但最後騙徒不會兌現承諾及失蹤。
此外，亦有以所謂「匯款員」、「資產轉移計劃」、「賬戶處理員」等作幌子
的求職騙案，聲稱僱用他們幫忙處理海外匯來香港的款項，佣金豐厚，以套取受
害人的身份證、銀行戶口、信用卡、住址證明、入息證明、環聯報告等個人資
料，聲稱作為背景審查，實則假冒求職人士申請無需露面的貸款。
警方表示，預防勝於治療，最重要是市民親身支持及參與防騙活動，去加強對
騙案的認知，知道遇到騙案時如何應對，還要提醒身邊親朋戚友一同提防受騙。
如有懷疑受騙，立即打警方「防騙易」諮詢熱線1822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工聯會近日收到不少市民
求助指一間婚紗店於去年12月突然結業，逾百對新人受
影響，涉款數千元至數萬元不等，合計近百萬元，其中
一名準新娘甚至在婚前一天才知公司倒閉，大失預算兼
求助無門，在街頭痛哭。
苦主YY（化名）指出，2020年3月在網上收到一間名
為「Dolly Bridal」的婚紗店廣告，同月到其位於荔枝角
的門市試婚紗，並以7,888元購買了租借婚紗、攝影等服
務。YY原定去年3月結婚，但由於疫情關係，輾轉改到
今年3月，故一直未有再到訪相關公司。至去年12月，
她再到公司位於觀塘的門市試婚紗時，始發現該店已沒
有營業，WhatsApp亦聯絡不上，原本在荔枝角的門市同
樣沒有開門。

轉名轉地址宣傳 疑有心呃錢
她後來與不同苦主交換資訊後，發現該公司不斷轉

名、轉地址宣傳，懷疑有心騙取金錢。
苦主羅小姐於去年11月到「Dolly Bridal」觀塘門市試
婚紗，並以「轉數快」形式付費2,888元。她於今年2月
初想一併試雙方家長的禮服時，發現該公司聯絡不上，
WhatsApp至今都是「單剔」（即對方號碼沒有收到訊
息）。羅小姐直言，金錢上的損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
的是結婚乃人生大事，新人都希望選好合適服裝，留下
美好回憶，突然無預警結業會令新人大失預算。

婚前一天才知倒閉 街頭痛哭
她說：「有一名苦主在結婚前一天去取婚紗時才發現

公司倒閉，她當晚很急在同區找未關門的婚紗店，急到
在街上大哭，慶幸最後有間婚紗店幫她即場改好另一件
婚紗，但我估那件婚紗並非她的心頭好。」
另一名苦主曾小姐於2020年1月31日透過社交網廣告
認識「Dolly Bridal」，同年3月卻被要求到另一間婚紗
店試衫，當時店員指其實兩間公司是同一個老闆，因此
婚紗可以共用，曾小姐最終花費逾3.6萬元。她於今年1
月4日與「Dolly Bridal」確認最新婚期時，發現對方的
WhatsApp已「單剔」，細查之下才發現公司已於去年12
月倒閉，所有員工已經被遣散，全部該公司當初留下的
聯絡電話都已停用或找不到人。
協助苦主的工聯會社區幹事李嘉恒昨日表示，據初步

統計，是次案件涉及多達110名苦主，估計合共涉款接
近100萬元，個別事主最高損失36,200元。經工聯會調
查發現，涉事公司有多間「分身」，有事主收到A、B兩
間公司的宣傳，最終試身的卻是在婚紗店C，最後收款
的又是另一間公司D；且涉事公司於2019年後，至少轉
了 3個不同地址，懷疑他們有系統地利用不同「分
身」，開啟一些沒有註冊的「網店」作宣傳之用，令事
主得不到充分保障。

海關立案查 消委難跟進
他表示，有苦主及後嘗試聯絡政府部門和消費者委員

會跟進，海關已立案調查，惟消委會則回覆指可做的事
有限，因負責人已失去聯絡，消委會的職能只是負責調
解。他形容事主現時狀況是「追討無門」，認為政府部
門有需要檢視現行法例是否有漏洞。

婚紗店突執笠 疑騙財涉款百萬
「Dolly

Bridal」突然
結業，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鄧
家彪昨日批評
有關公司做法

無良，並認為該公司涉及不妥當
接受付款，違反《商品說明條
例》，促請海關必須嚴肅跟進執
法，起訴不良商人。他表示，過
往跟進其他類型個案時有成功案
例，事主可以追討退款，因此海
關必須嚴肅跟進執法，起訴不良
商人。
大律師陸偉雄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亦指出，有苦主提到婚
紗店職員於去年底11月聲稱，
今年一月初會有新貨到店，游說
苦主「落訂」，惟最終沒有合理
解釋，如貨運延期等，可推論該
銷售手法已存涉嫌欺騙成分。他
續說，由於苦主人數多達百人，
並非零星個案，故有理由相信涉
事公司的營運手法有問題。他建
議苦主們先獲取法律意見，並盡
快集合報案，讓警方就事件作出
調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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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主YY以7,888
元購買了租借婚紗、攝
影等服務。

網上截圖

▲▶ 苦主羅小姐以「轉數
快」形式付費2,888元。

網上截圖

◆為打擊騙案及加強防騙宣傳，警方將今年2月定為警隊「防騙月」，在各社交媒體配合全
方位宣傳，提醒市民小心受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