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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舖盜竊增12% 警冀加強輔導戒偷癮
首5月相關案件3678宗 有被捕人已被拉足9次

本港店舖盜竊案今年有上升趨勢，首5個月警

方接獲3,678宗案件，較去年同期上升約12%，

共拘捕 2,250 人，當中 150人（佔 6.7% )為慣

犯，有被補人更有9次犯案紀錄。警方分析店舖

盜竊特點及犯案成因，注意到大部分被捕者往往

不是貪圖貨品價值或無經濟能力而犯案，而是出

於個人問題導致的心靈缺失，為獲得偷東西的快

感而衝動犯案，部分人則一試再試形成偷癮。警

方近期與零售業界和社福機構攜手合作，包括提

升業界保安措施，加強預防宣傳及事後輔導助戒

偷癮，冀降低店舖盜竊犯罪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廖傑堯

店舖盜竊案數字比較
時間

2024年1月至5月

2023年1月至5月

案件

3,678宗（↑約12%）

3,288宗

被捕（重複犯案）

2,250人（150人）

1,959人（135人）

善導會：循三層面輔導預防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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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舖盜竊案
上升，警方提
醒商戶要加強
人手培訓、提
升防盜及張貼
告示宣傳。左
起：馮浩堅、
蔡頴鈺、葉志
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廖傑堯攝

◆警方建議
店舖加強防
盜，為產品
加防盜鎖及
安裝閉路電
視。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廖傑堯攝

警方防止罪案科培訓及支援組總督察蔡頴鈺表示，今年初店舖盜
竊案重災區包括旺角、荃灣、將軍澳，多數在超級市場、時裝

店發生。
一般店舖盜竊手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因愈來愈多零售商使用自動

售賣機供顧客自行掃碼付款，有人會出蠱惑，將部分貨品過機，部
分則不過機，或者過機後又按退貨掣，繼而將物品在未付款下帶離
店舖；其次是有人趁店員不備，直接在貨架上將貨物放入袋內取
走。

冬多竊洋酒 夏常偷雪糕
從被盜貨品的種類分析，賊人通常偷取較貴價但易收藏的物品，
例如保健產品、藥物、洗頭水、鬚刨等；另被盜貨品也顯示犯案有
季節性，店舖盜竊的高峰期是每年11月至翌年1月，其間有聖誕節
和新年，賊人會偷洋酒、朱古力等；夏天則最多盜取時令水果及雪
糕。
今年損失金額最大一宗案件，是2月份一名男子在貨架上偷取兩支

總值13萬元的紅酒，警方其後翻查閉路電視，拘捕該名涉案的22歲
男子，他已被落案控告兩項偷竊罪，判監6個月。

警首5月偵破六成案件拘2250人
警方今年首5個月成功偵破六成店舖盜竊案，拘捕2,250人，被捕
者的年齡層多為41歲至50歲，其次是51歲至60歲，男女比例各佔
約一半。他們盜取的貨品價值只是十元八元，大部分是因個人原因
而單獨犯案，他們並非沒有經濟能力，可能涉及個人情緒或壓力問
題，導致出現失去自控力。這類犯案者很多時都是即興衝動犯案，
部分人會本變加厲甚至偷竊成癮。但無論如何，將貨品帶離店舖而
未有付款，都是犯法。
針對出於心理問題的一時衝動犯案，警方製作了大量宣傳貼紙派
發給店舖，相信對即時警示試圖即興犯案的人有阻嚇效果。另外，
警方早前與零售業界代表進行交流，分享打擊店舖盜竊案例，警察
臨床心理學家也從心理角度分析犯案者的心理和盜竊原因。
警方建議業界提高防盜意識，除加強人手培訓，派便衣保安員集

中巡察熱門偷盜貨品的貨架，穿制服的保安員亦要高調巡查和分辨
可疑者，店舖亦應利用科技防盜，加裝閉路電視及防盜系統，例如
防盜標籤、防盜扣等，現時不少商舖設有俗稱「門神」的射頻防盜
閘，也有天花式及地板隱蔽式防盜系統，均有助防盜。

警 察 臨
床 心 理 學
家 馮 浩 堅

分析盜竊行為的成因時表示，盜竊是一
個古老的傳統犯罪行為，簡單可分為兩
類，其一是明顯為了金錢的專業型盜
竊，這類犯案者想方設法破解防盜設
施，靠盜取物品再變賣套現維生。另一
類則是非專業、即業餘型盜竊，這類犯
案者佔盜竊案的大部分，其犯案動機不
是為了物品的價值，而是本身出現心靈
缺失欲尋求心靈慰藉，往往初次犯案後
會得短暫快感，其後重複盜竊行為提升
情緒，如同染上毒癮。
馮浩堅解釋，心靈缺失是指在一個
人的生命裏或在犯案期間，突然有一
些東西失去了，例如失去工作、家
庭、健康，從而形成負面情緒和壓
力，偷東西會令他們有心靈上的慰
藉。據心理上的觀察，這類人初次犯
案多不是有計劃的，雖然偷東西過程
經歷高度緊張，但直至通過保安檢查
後的釋然，會即時產生興奮和快感，
從而填補情緒的低落。
不過，這個過程好似吸毒一樣，無
論犯案者是被捕或脫身，其後又會自
責、很害羞，繼而又跌回情緒低谷，當
見到貨品時，又會突然有一個想偷的感
覺到來，想以此再提升情緒，如此形成
惡性循環，周而復始令他們感到痛苦，
部分人產生抑鬱或有自殘傾向的機會比
較高。馮浩堅呼籲如果有人有這種心理
跡象，要及時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及
早放下心靈枷鎖，找出問題根源，因為
用偷東西來解決情緒問題絕對不是出
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廖傑堯

台胞在灣區台胞在灣區專家意見專家意見

善導會法院社工服務督導主任葉志威表示，近年在法院接觸的盜
竊個案中，約有六成以上涉店舖盜竊，主要分三個層面為盜竊案被
捕及候審的人和家屬提供社工輔導。第一層是預防教育，透過社會
教育預防避免盜竊行為；第二層是預防犯罪，在事發後，尤其是被

捕候審期間，透過法院社會服務及早介入，以同理心一起經歷司法程序，找出
犯案原因；第三層是預防重犯，進一步找出犯案背後的根源，作出針對性更生
輔導，防止犯案者出獄後再犯。

由個人到家庭查找原因根治心癮
由於店舖盜竊超過一半以上都不一定是經濟問題，針對沉溺盜竊行為，社工
會就個案和家庭提供輔導，從個人層面探索背後成因，包括負面情緒或者壓
力、家人的關係、夫婦關係，對有關家庭提供援助輔導，助家人理解和幫助更
生康復，成為他們的一個助力和他們一起康復。另外成立治療輔導小組分享類
似經歷，尋找解決方法和支援，避免重蹈覆轍。
葉志威以一個叫「阿玲」的中年女士個案作例子，她已婚及有兩名孩子，過
節時牽涉百多元的日常用品盜竊，因而被捕及要上法庭。社工的法庭支援慢慢
令她願意說出經歷，其實她很孤獨，丈夫因工作無暇管教子女，以致她情緒壓
力增加。在輔導過程中，社工發現其丈夫不明白妻子所需，因為已經給了妻子
足夠金錢，但其實夫婦平時沒有機會聊天，一個為賺錢，一個為照顧子女，但
最後妻子處理不到。最終女事主理解到，原來有些事情大家可以聊，可一齊去
處理，逐步逐步做得好。葉志威呼籲平日多留意身邊朋友、關心家人，因為他
們亦都需要得到情緒的出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廖傑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為防止暑假
期間市民外遊，住所被賊人有機可乘，警方多
個部門聯同政府飛服務隊，過去一連三日在山
頂及半山一帶展開代號「鷹騰」的陸空反爆竊
行動，聯手打擊罪案。其間警方派出無人機隊

聯同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機作高空偵察，配合
地面警員及警犬在山徑巡邏。
另外，中區警民關係組及中西區關愛隊到訪
區內各屋苑派發反爆竊單張，以提高居民及保
安員的警覺性和防罪意識。
是次行動從上周五（12日）開始至昨日（14
日）結束，由山頂分區及中區警區聯同中區警
民關係組、港島總區野外巡邏隊、衝鋒隊、無
人機隊、警察機動部隊、新界北總區山嶺搜救
專隊及飛行服務隊等部門人員展開。
行動期間，警員在夜間不同時段於山頂及半

山一帶設置路障，截查可疑人及車輛，另又游
繩搜索山坡，尋找可疑人蹤影，亦派無人機及
直升機配合行動。
警方提醒市民，應加強家居防盜措施，時刻

鎖好門窗，避免將貴重財物或大量金錢擺放單
位內，以減少損失。市民若發現住所附近的山
坡位置有可疑人，應立即致電999報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夏日炎炎，不少市
民進行水上活動消暑，惟耍樂及運動之餘必須注意安
全，慎防樂極生悲。西貢、南丫島、赤柱及屯門，前
晚至昨日合共發生4宗遇溺意外，共釀成3死1傷。其
中一名環保署休班男職員與人結伴在西貢露營期間，
摸黑浮潛時意外失蹤逾11小時，至昨日早上才被搜救
人員救起，惜已明顯死亡。
浮潛失蹤最終證實死亡男子姓陳（54歲），生前任
職環保署，署方對有職員離世深感難過，將為其家人
提供適切協助。據悉陳事前一行11人包括多名同事，
前日下午到達西貢荔枝莊露營。同日晚上約10時，陳
等共4男 2女摸黑到明愛賽馬會小塘營附近海邊浮
潛，其後因陳遲遲未有上岸，同行友人遍尋不獲，至
昨日零時43分報案求助。
警方、消防、海事處隨後聯同政府飛行服務隊直升

機到場通宵搜救，直至昨晨11時左右，消防人員終在
荔枝莊一碼頭對開約20米海底撈起一具男性遺體，並
由水警輪送往馬料水水警基地。經初步調查後，相信
死者就是浮潛失蹤的男事主，不排除他浮潛期間意外
遇溺，但死因仍有待驗屍確定。

男子玩直立板遇溺不治
另在前晚（13日）約8時47分，警方接獲一名女子
報案，指其姓羅（30歲）男友黃昏6時半在南丫島大
灣肚沙灘對開約200米海面玩直立板，因天黑久久未
歸，擔心有意外。消防及水警立即展開搜索，約1小
時後在沙灘對出約100米海面將事主救起，他當時已
遇溺陷入昏迷，送抵瑪麗醫院搶救至同晚10時32分
證實不治。

兩天4宗遇溺釀3死1傷
昨日酷熱天氣持續。下午約4時31分，一名從事IT

業的姓盧（57歲）男子在赤柱正灘游泳消暑期間，突
被其他泳客發現懷疑遇溺昏迷，由救生員救起及報警
急送東區醫院搶救，惜證實不治。據悉當時泳灘因大
浪關係已懸掛紅旗，顯示在該處游泳會有危險，請勿
下水。
約1個小時後至下午5時45分，警方再接報指一名

16歲少年在屯門蝴蝶灣泳灘游水時，在離岸約15米
處遇溺，迅由其朋友及救生員合力救起，其間他一度
昏迷，幸其後回復清醒，由救護車送往屯門醫院治
理。
衞生署曾發表《香港遇溺個案報告》，發現約一半

意外淹死個案因游泳、浮潛和潛水所致，亦有逾兩成
因失足跌入水中溺斃。署方提醒市民應提升水上安全
相關知識及技能，參與水上活動者亦應做好準備以保
障個人和同行者的安全，避免在惡劣天氣下進行水上
活動等。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消防處為提升危險品貯存所包括
五金舖、化工原料店、油庫、油站、基建設備及油缸房
等安全水平，昨在社交平台發文指由本周起於全港多區
進行巡查，以確保有關處所遵守消防安全規定，並向存
在消防安全隱患的處所提供切實改善建議。
與此同時，巡查行動亦會加強向業界宣傳消防安全
訊息，包括提醒負責人須按照《危險品條例》規定妥
善貯存危險品。消防處強調會持續透過巡查及宣傳教
育工作，讓市民同業界使用危險品時能夠安心又放
心。

跨部門攜手陸空偵察反爆竊

消防處本周起巡查全港危險品貯存所

浮潛漢失蹤逾11小時 遺體海底尋獲

◆西貢露營摸黑浮潛失蹤溺斃的男死者，其遺體被
運到馬料水水警基地由帳篷遮蓋。

◆警員帶同警犬在山頂及半山一帶加強巡邏。
警方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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