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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網港童遭性侵案年升逾15% 最細9歲中招
逾900宗涉裸聊勒索援交騙案 警推「網上性誘識」調查了解青少年面對風險

數碼化時代，兒童及青少年

網絡活動不斷增加，亦須小心

識別及正確處理各式各樣的網

絡誘惑，以免墮入網絡陷阱特

別是性罪行的圈套。香港去年

涉及兒童網上活動有關的性侵

案件，按年上升逾一成半，年

齡最小僅9歲；另涉裸聊勒索及

援交騙案亦多達900宗，情况

令人憂慮。警方為更有效保護

兒童免受網絡性威脅，正進行

一項學生受「網上性誘識」研

究問卷調查，了解時下青少年

所面對的網上風險；另於3月

21日將舉辦一個線上線下跨專

業研討會，與各界聯手探討預

防及打擊兒童網絡性罪行策

略。◆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立本

兒童是社會未來的棟樑，警方在保護兒童的預
防宣傳及教育工作一直不遺餘力。其中，保護兒
童一站式網絡應用程序內，有很多實時防罪小貼
士，包括裸聊、援交騙案及其他類型罪案等的警
示，當中涉及不同年齡層，包括兒童及大人的資

訊。不過，要有效防止虐兒個案或網上性誘識罪
案，單靠警方是不足夠，必須由社會各界攜手合
作優化保護兒童工作，共建一個安全網給兒童。
為此，警方將於本周四（21日）舉辦一個線上
線下的保護兒童免受網絡性威脅的跨專業研討

會，邀請星級育兒專家陳美齡博士、兒科醫生、
律政司、教育局、社會福利署的代表，連同警方
網絡罪行專家及心理學家，一同群策群力探討預
防及打擊兒童網絡性罪行的策略。警方亦誠邀全
港家長、照顧者、社福界、教育界及兒童工作
者，透過保護兒童一站式網絡應用程序登記線上
參加，網址「www.childprotection.gov.hk」；市民
亦可掃宣傳海報QR code報名。

警周四辦跨專業研討會商對策

涉網兒童遭性侵個案
罪行：未經同意下作出肛交

◆個案：一名15歲男童於交友程序用「一次
性閱讀」功能發送其裸照予男網友，被對
方儲存裸照威脅與男童見面和發生性關
係，事後男童告知家人報警拘捕涉案男網
友。

◆警方提醒：將有性意味對話、私密影像等
發送予網友後，有機會在網絡上永久流
傳，一發不可收拾；任何人包括小朋友，
都不應在鏡頭面前裸露，或向陌生人回應
色情對話、分享私密影像和個人資料。

罪行：非法性交

◆個案：一名12歲女童透過社交平台認識一
名本地男子，短短兩日內發展成為情侶，
女童離家出走與對方同住及發生多次性行
為，最後校方成功聯絡女童及報警拘捕涉
案男子。
另一名14歲女童，透過交友程序認識一名
本地男子，並向對方提出以2,500元酬勞換
取性交易，事後女童因擔心懷孕報警。

◆警方提醒：家長、老師或照顧者，應協助
兒童建立正確價值觀，同時亦要跟網絡世
界與時並進，裝備自己去教導子女應對網
絡上潛在危機，並可考慮於子女電子設備
內安裝檢測和防護軟件，留意他們的網絡
活動。

罪行：非禮、強姦

◆個案：一名11歲女童透過交友平台認識一
名男網友及很快便相約見面，女童被該網
友強迫入公廁脫去衣服和拍下裸照，用以
要挾女童拍更多裸照，事後警方接獲女童
報警拘捕涉案男網友。

◆警方提醒：數碼時代下，兒童從小已開始
接觸互聯網不同資訊和交友，家長應以一
個開放態度與子女溝通，讓子女知道父母
會協助他們解決任何困難，不要用否定的
態度看待子女上網情況，避免當他們不幸
墮入網絡陷阱時，因羞恥而隱瞞，得不到
支援下悲劇收場。

註：因個案涉風化及未成年人士，事主個人資
料、案發日期及地點保密

資料來源：香港警方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立本

家庭衝突及性暴力政策組高級督察陳幸明表示，根
據2023年統計數字顯示，涉學生為受害人的裸聊

勒索案有443宗、援交騙案有456宗，分佔這兩類案件
整體數字20.9%及21.8%，當中最小的受害人僅11歲及
12歲；涉及兒童的網上有關兒童色情物品案有44宗，
佔同類案件整體數字63宗的69.8%；涉及兒童網上活動
有關的性侵犯案有45宗，較2022年39宗上升15.4%。
她指出，涉網上性侵及兒童色情物品案中，超過九成
受害兒童為女性，以12歲至16歲為最大受害年齡群，
佔整體數字近七成；而在所有案件中，年齡最小的受害
兒童僅9歲。

誤信「閱完即刪」安全 遭「截圖」威脅
警方介紹，涉及兒童的網上性罪行也有一個共通點，

罪犯會先向目標兒童投其所好、噓寒問暖，其後會說一
些帶性意味話題，測試兒童的底線。罪犯可能會先談及
自己的性經驗，或上傳有關自己的性事物給兒童看，意
圖令兒童在恒常化接觸「性誘識」事物下，慢慢對性話
題降低戒心，從而誘使兒童自拍裸露甚至相約會面，進
一步引誘兒童墮入色情陷阱。
警方亦留意到，現時很多社交程序都推出「閱完即
刪」及「消失模式」，令兒童有錯覺以為使用「一次性
閱讀」功能，傳送有性意味文字甚至裸露影像給網友是
不會留底，其實罪犯只需用「截圖」或「屏幕錄影」功
能，便可儲存對話及裸照，以作威脅及非法用途。
警方指出，兒童及青少年在互聯網上保護自己的意識

不足，為更有效保護兒童免受網絡性威脅，警方正展開
一項學生受「網上性誘識」研究問卷調查，到不同學校
向中一至中四學生進行調查，探討他們最新上網習慣、
交友情况及對性的態度等，以助了解現時香港青少年所
面對的網上風險。目前已完成100份問卷，目標是今年
第三季完成300份問卷調查。

5%受訪學生曾受網友性侵
警察臨床心理學家馮浩堅表示，初步就已完成的問卷
資料觀察所得，約有10%受訪學生在網上已經承受「性
誘識」的狀態，即有一些成年人對他們作出與性有關的
溝通；另有5%受訪學生，已經在網絡世界或現實世界
中受到網友性侵犯。
為讓受訪者更能「暢所欲言」，是次問卷是不記

名，即使有受訪學生表示遭侵犯，警方也未能知道身
份。不過每次完成問卷後，相關人員也會現場與參加
者進行講座，講解什麼是「性誘識」，教導他們在發
生性侵事件後應該如何求助，或發現身邊朋友遇上類
似情況時應如何提供協助等。警方亦希望就研究結
果，讓公眾知道網絡世界的風險，透過教育達至及早
預防和識別效果。
馮浩堅說，不論是所有網上交友程序或網上遊戲等，

只要有聊天功能程序便已經是一個危機，因為有可能接
觸到罪犯；當兒童全無戒心下，便會很容易與對方建立
親密關係，將個人資料或裸露相片傳給對方，被進一步
利用作不軌行為。

◆隨着數碼化時代，警方呼籲社會各界攜手合作優化保護兒童
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立本 攝

◆警方指，
網 上 遊 戲
等只要有聊
天功能程序
便已經是一
個危機，因
為有可能接
觸到罪犯。
圖為兒童在
試玩網上遊
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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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去年涉及兒童網上活動有關的

性侵案件，按年上升逾一成半，年齡

最小僅9歲；涉裸聊勒索及援交騙案

亦多達 900 宗，情況令人高度關注。

打擊針對青少年的網絡性罪行，警方

必須加強執法，以起阻嚇之效；社會

各界亦責無旁貸教導青少年提升自我

保護意識、免受傷害。政府應參考其

他地方可取經驗，修訂完善法律、設

立專門機構，確保青少年身心健康成

長。

本港青少年面對網絡罪惡威脅日益

嚴峻。警方昨日指，2023年涉及學生

為受害人的裸聊勒索案有443 宗、援

交騙案有 456 宗，分佔這兩類案件整

體數字超過兩成，最小受害人僅11歲

及12歲；涉及兒童的網上有關兒童色

情物品案有44宗，佔同類案件整體數

的69.8%。

警方迅速執法，是遏止針對兒童網

絡性罪行惡化的有效措施。署理保安

局局長卓孝業在立法會的一份書面答

覆指，就對青少年的網絡性騷擾較為

相關的《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及《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而言，

在 2018 年至 2022 年審結的法庭案件

中，共有 284 人因違反《淫褻及不雅

物品管制條例》下禁止發布淫褻物品

的罪行被檢控，當中 279 人被定罪。

同期有 117 人因《防止兒童色情物品

條例》下有關兒童色情物品的罪行被

檢控，當中99人被定罪。《刑事罪行

條例》下有關真人色情表演的罪行有

11人被檢控，當中八人被定罪。2015

年至2022年，警方定期進行打擊兒童

色情物品的執法行動，拘捕共 100

人。警方應繼續堅決依法辨事，與本

港及海外不同執法部門緊密合作，聯

手打擊涉及兒童的網絡性罪行，震懾

犯罪。

防範青少年免受網絡性侵犯，不能

單靠警方，社會各界亦須攜手合作，

優化保護兒童機制。全港家長、照顧

者、社福界、教育界及兒童工作者，

應群策群力探討預防及打擊兒童網絡

性罪行的策略，教導兒童及青少年建

立正確價值觀，正當使用網絡、冷靜

應對網絡危機、主動尋求協助，提升

青少年的網絡安全意識，避免墮入網

絡色情陷阱。

世界各國不斷修訂完善法律，保護

兒童免受網絡色情之害。內地有專門

保護青少年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和

《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美國有

《兒童互聯網保護法》，歐洲、日韓

也出台類似法律。英美等國分別建立

兒童網絡保護特別工作組等機構，專

責打擊網絡侵害兒童的罪行。特區政

府應積極參考內地和外國的措施，制

定相應法例，更有效保護青少年。

加強執法各界攜手 免兒童受網絡性侵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網誌，透露本周將迎來約20

間企業落戶或擴展在港營運規模，合共投資超過400

億元，創造逾13,000個就業機會。國際貿易格局顯著

變化，本港需主動適應市場轉變，善用「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優勢，構建跨國供應鏈管理中心，服務內

地企業「走出去」需要，鞏固本港競爭優勢。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立法重視保障投資者，確保不會濫用法律

損害投資利益，增強投資者在港興業創富的信心，令

本港投資環境更加優越。

國際地緣政治局勢不斷轉變，全球製造業供應鏈不

斷重組，加上鄰近港口的競爭，本港進出口市場的比

重亦出現明顯變化。陳茂波網誌透露，本港貨物出口

中傳統歐美市場的佔比顯著下降，反觀輸往東盟的出

口佔比則由2003年的6.1%上升至去年7.9%，成為本

港繼內地之後的第二大出口市場，輸往中東的佔比亦

升至3.3%。這種轉變是全球經濟格局「東升西降」的

生動體現，本港亦須主動適應市場的風雲變幻，努力

開拓新市場、把握新機遇。

特區政府在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提出將本港建構為跨

國供應鏈管理中心。本港在貿易及多個專業服務基礎

堅實，具備充足的條件開拓新市場，加快發展步伐。

香港國際機場去年處理約430萬公噸空運貨物，隨着

機場第三跑道系統在今年年底的投入使用，航班數量

將恢復到疫情前水平。陳茂波日前預計，本港今年很

可能再次成為世界最繁忙的貨運機場；運輸及物流局

局長林世雄更信心十足預測，到2035年，香港機場

的年貨運量將達到驚人的1,000萬公噸。

本港在供應鏈方面的競爭優勢主要體現在高端、高

效、高質的服務，通過完善的多式聯運物流網絡、處

理高價值貨物的先進技術和專業知識、便捷的貨物清

關流程以及優秀的物流專業人才，為企業提供一站式

服務，包括供應鏈管理、諮詢及人才培訓等。這些顯

著優勢，有利本港發展成為以高價值貨物、電商市場

為主的國際智慧物流樞紐，吸引更多內地、東盟等企

業來港設立管理離岸貿易的區域總部，有助吸引上下

游企業聚集本港，推動物流生態圈蓬勃發展。

國家「十四五」規劃支持本港提升國際金融、航

運、貿易中心以及國際航空樞紐的地位。隨着內地企

業不斷開拓國際市場，目前僅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就

有超過5萬家中型生產企業有將部分製造工序轉移到

海外的需求。本港憑藉本身與國際市場充分接軌的

貿易物流網絡、豐富的市場推廣經驗和完善的高端

服務，能夠滿足內地企業拓展國際市場、大展拳

腳。

目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的立法已進入最

後階段。《條例草案》進一步完善本港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保障，有利於本港與內地開展各類型的數據互

換，促進金融、數碼貿易和生物科技等跨境發展；同

時《條例草案》充分保障投資者的利益，包括對資

本、個人財產和企業的保護，相信立法後本港的營商

環境會更加友好。

近年個別國家動輒揮舞制裁大棒，任意擴大「國家

安全」概念，借此打擊別國的優秀企業。美國眾議院

日前通過法案，要求中國科企字節跳動在165天內，

剝離旗下短片應用程式TikTok，否則將禁TikTok在

美國應用。這種強盜行為嚴重干擾正常的國際投資秩

序。本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立法初衷強調保

障人權自由、保護正常商業行為，條例草案經過審

議、修正，更加證明如此初衷，有效釋除國際投資者

疑慮，為本港營造合作共贏的投資環境。

吸引企業持續匯聚 優化營商保障創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