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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學生在暑假投身水貨客行列，部分雖只為
賺快錢不知風險，但原來仍有不少屬經驗老手。有正就讀毅進課程的學生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初嘗水客經驗時本來只為內地親戚運送智能電
話，但隨 早前本港奶粉在內地有價有市，開始有親戚給予厚酬託運奶

粉；自始每逢放假必會來往兩地邊境，不論是食品、電子產品還
是消閒品都運，直言每日至少賺400港元，在假期最長的暑假更可
月入近萬港元。

學生在暑假想搵錢，當然得靠暑期工，但網上職位五花八門，
其中面對游走法律邊緣的水貨客，有學生驚犯法不敢妄動，但亦
有學生以身甘願犯險。本報記者親身追訪學生從事水貨客暑期工
的實況，其中有份充當水客，現正就讀毅進課程二年級的Mary向
記者透露，已非首次從事水貨活動，自認為「老江湖」。

中四「走機」下海 接觸「中間人」

Mary稱，首次充當水貨客，是在中四升中五的那年
暑假，跟隨家人回鄉探親時，按親戚要求在港代買兩
部iPhone4回鄉。「當時親戚畀返錢我，畀多 好多，
仲好賺過我拎去先達放機」，Mary指當時只認為是親戚
給予的車馬費，故未有太上心，但隨 iPhone5及本港
奶粉在內地漸變得有價有市，鄉下的親戚遂再次聯
絡，並希望代為在港購物及運回內地。

「之後我運iPhone5，每部起碼賺1,000港元，至於運
細仔奶粉（36周或以下嬰幼兒奶粉），每罐都賺80港
元，到限奶令要推出時，價錢仲升到每罐賺120港元」。
Mary表示，除內地親戚託運外，今年暑假亦開始在網

上尋找「商機」，主動接觸要人帶貨的「中間人」，並在事成後
詢問會否有其他工作機會，希望長做長有。

就收入而言，Mary屈指一算，稱每逢假日必會來往兩地邊
境，每日單是運貨已至少賺400港元，今個暑假亦已接下多份

「運貨工」，相信7月可有近萬港元收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水貨活動遏而不止，有水貨集團更看

準一眾莘莘學子心急搵暑期工，在網上論壇公然招攬學生走水貨。香港

《文匯報》記者日前發現，近日有專攻高價電子產品市場的水貨客，趁學生

搵暑期工之時，在網上聲言「帶貨一日可賺400」，但出糧卻只以銀行過戶

而非現金，懷疑當中有詐，遂佯裝學生應聘，並親身直擊整個走水貨過

程。工作完畢後，記者再未能與有關水貨客取得連繫，相信同行的其他學

生亦已經被「走數」。警方提醒年輕人切勿受聘參與違法或涉詐騙行為的工

作，一些毋須技能卻報酬優厚的職位更須格外小心，否則隨時誤墮法網。

網上討論區的暑期工招聘版，每年踏入暑假總會出現形形色色的招聘廣告，當中常見職位如派
傳單及私人補習比比皆是，但近日本報記者卻發現，有人在討論區內以「本人15歲，想搵人

同我一齊帶貨（電子產品）過關」開設話題，更列明「日薪可以有400元或以上」，但亦有人稱帶貨
後遲遲未能收取酬勞，令記者懷疑是走水貨騙局，遂留下聯絡電話予版主。

一部蘋果賺80  每趟走3轉

未幾，有一名自稱「阿倫」的年輕人致電記者，問是否有意「帶貨」，並在記者追問下，
聲稱是次行動運送至羅湖的是13吋Mac Book Air，每帶一部機過關可賺80港元，每次行動則

最少可走3轉，更強調「多勞多得」；同時，阿倫更稱若記者可介紹最多6個人同
行，便可獲每部電腦拆賬120港元，不過並非現金出糧，事後會以銀行過戶支薪，
力撐已有不少學生參與，機會難逢。

翌日早上，記者跟從阿倫指示，在上水站內的公廁門外等候，同場亦見多名學
生正在等候，其中有人即將升讀中六，亦有人正在就讀毅進課程，但各
人不約而同地表示，為玩樂所以想透過暑假搵快錢。不久，身穿白衣兼
正在接聽電話的阿倫現身，在與記者等人相認後，向電話對頭人稱「好

多細路到 ，快拎貨」，並在接獲進一步指示後，帶領眾人到
羅湖的月台上取貨。當走到一開揚的座椅時，發現正有兩名
內地漢旁若無人地將多部13吋Mac Book Air開封、拆盒、入黑
膠袋，再分予每人兩部及要求收藏在自備袋內裝作自用。

帶人遊花園 避執法者跟蹤

過關後，阿倫留下其中兩人在羅湖大堂，並帶
領眾人在大堂「遊花園」，似是企圖藉此避免被

執法人員跟蹤。當遊了整個大堂數次後，
阿倫遂走到遠處的一間連鎖快餐店門外，
要求帶貨的學生逐個進店內交收。記者望

入店內，眼見角落位有多名
內地人在等候，每當有學生
上前放低「貨物」，就會有人
負責登記機身編號資料，再
向店外的阿倫「打眼色」示
意放行。而完成首次交收
後，眾人亦回到上水站，會
合另外兩名新加入的女生，
似是繼續走貨行程。

就在整個走水貨行動完結
後，阿倫指示眾人「散水」，並指日內會聯絡各有份參與的學生，索取銀行戶口號碼轉賬支

薪。不過，到完事後的一星期，記者都未有再接獲阿倫來電，甚至連他的聯絡號碼亦
已再無人接聽，相信當日有份參與的學生已被「走數」，結果蝕了時間又蝕勞力，學生
們本想趁暑假走水貨賺快錢，卻誤墮陷阱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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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網上招攬暑期工搵笨 本報記者放蛇揭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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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暑期工網上騙案
陷阱受害者愈來愈多，去年21宗求職騙案中，逾
60%為透過互聯網接觸受害人。警方發言人表
示，已加強有關求職騙案的宣傳及教育工作，求
職青年應在應徵前先了解公司背景，並要格外留
意聲稱毋須技能卻報酬異常優厚的職位真偽，同
時切勿在網上公開個人資料，及切勿受聘參與違
法或涉及詐騙行為的工作，否則隨時犯法。

騙徒用Apps  刊登賺快錢

警方發言人表示，求職騙案的騙徒主要針對求
職心切的求職者行騙，大部分受害人年齡介乎21
歲至30歲，加上因互聯網使用日益普及，網上招
聘及求職亦愈來愈多，故去年全年的21宗求職騙
案中，有逾60%案件為透過互聯網接觸受害人，
而當中騙徒主要透過網上討論區或流動應用程
式，直接刊登提供賺快錢機會的訊息，又或先與
受害人聊天或玩網上遊戲，一段時間後再訛稱有
工作提供予受害人。

發言人指出，為防止市民誤墮求職陷阱，警方已
加強有關求職騙案的宣傳及教育工作，加深公眾警
惕及提防有關的行騙手法，從而減少此類騙案發
生；並透過電視節目、電台廣播及單張，加強對市

民的宣傳。就針對暑假期間年青人容易
墮入求職陷阱，警方亦定期在勞工處的

「展翅青見計劃」、僱員再培訓局、多間大專院校及
中學，舉辦求職騙案講座。

發言人提醒， 騙徒往往抓住求職者，尤其是年
輕人求職心切的心態，聲稱有「不需高學歷但有
可觀收入」的工作，誘使受害人墮入騙徒的圈
套，故呼籲求職青年要
留意聲稱能賺快錢卻不
需任何技能但報酬異常
優厚的職位真偽；另切
勿在網上公開個人資料，
並在應徵前應先了解公司
背景、業務、工作性質及
地點等，一旦對面試或工
作的環境有懷疑，切勿
出席。另外，求職面試
時亦要提高警覺，同
時切勿受聘參與違法
或涉及詐騙行為的工
作 ， 否 則 可 能 觸 犯

「欺詐罪」，一經循公訴程
序定罪，可判處監禁14年。

警：逾六成騙案

經網上聯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維寶）對於初次踏出社

會的青少年，若對自身權益認識不深，很容易成為

無良僱主行騙對象。有調查發現，有近半有工作經

驗的青少年曾遭遇求職陷阱，當中涉及「假自僱」、層壓式推銷

及誘騙進修等手法，另外亦有33%受訪者表示曾被拖欠工資。負

責調查的組織認為政府對求職陷阱的宣傳不足，應

加強宣傳，同時當局有責任派員巡查及監管，對違

法的僱主進行檢控。

一項針對青少年求職陷阱的調查顯示，有49%受

訪青少年曾遇過求職陷阱及勞工法例問題。在各種

求職陷阱中，有28%受訪者表示曾遇過假自僱手

法，其次是層壓式推銷及誘騙進修，分別有24%及17%。部分

青少年被誘騙進修時間長學費貴但效用低的課程，不

但浪費金錢，更加浪費寶貴光陰，更甚會令青少年因

曾經受騙，令他們日後存有戒心不敢進修。

42%做「鴕鳥」 45%向師長求助

另外，不少青少年亦曾遇過勞工法例相關問題，有

33%表示曾被拖欠工資，部分無良僱主會對年輕入職

者指「做不夠一個月無糧出」，企圖剋扣工資。

另外，調查又發現在遇過相關求職陷阱及勞

工法例問題的青少年中，有42%受訪者

會採取逃避態度，同時亦有45%

受訪者會選擇向師長求助。

逾半受訪青少年亦認為政

府對求職陷阱及勞工法例問

題宣傳不足，發起調查的

職工盟認為政府除應加

強宣傳外，亦

有責任加強巡

查及監管，檢控

違法的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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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句 實際意思

物流即日出糧　工作時間3小時至4小時 貨車司機，貨物搬運，需要有車牌

帶貨過關 日薪$400以上 水貨客活動

招靚女/搵學生妹 影幾張相 私影活動或援交陷阱

招13歲至19歲女生做工 $100個鐘至$120個鐘 私影活動

搵額外幾萬快錢 非色情 有身份證回鄉證即可 假結婚陷阱或假婚姻介紹

3日至5日即收幾萬 正規律師樓辦理 應急快錢 假結婚陷阱或假婚姻介紹

即日出糧 毋須經驗 行行企企 每日$400至$1,000 派發傳單或電訊公司銷售代表

資料來源：網上論壇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毅進生老手
「走粉」月入近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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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頭約記者（紫衣）於上水

站廁所外等候。 文森 攝

■過關後蛇頭先尋接應人士再查送貨地

點。 文森 攝

■接應人(左一)告知蛇頭送貨地點。

文森 攝

■蛇頭帶水貨客到關口附近的一間快餐

店內交貨。 文森 攝

■完成交收後，蛇頭帶眾人回港開始下

一輪帶貨。 文森 攝

■蛇頭（白衣）遲到30分鐘，

帶記者及他人取貨。 文森 攝

■一帶貨人士(左二)從行李箱取出貨品

給水貨客。 文森 攝

■在內地關口前先停留，蛇頭

聯絡內地接貨人士。 文森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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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湖口岸附近，到處都能夠見到有

帶貨人士在「出售」貨品。 文森 攝

放蛇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