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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永無可能」電話執法
曾3日接逾萬市民查詢 張曉明高度重視 兩地全力打擊電騙

騙徒亂撞
中聯辦官員也呃

不少市民都收過電話騙案，原來連中
聯辦官員也不例外。吳國鎮昨日透露，
自己與同事也收過詐騙電話：「我收過
的電話是說：『我們很久沒有見面，我

們見面吧』，我問：『你是誰呀？』，他說：『我你
也不認識？』，或是說：『我到了邊度，我等你食飯
呀。』」

被問到他或同事有否收過聲稱是來自中聯辦的電話，
吳國鎮笑言：「如果真是這樣，用通俗的話說，就是
『大水沖了龍王廟』。暫時未有，但不排除有些犯罪分
子只顧自己『專業』的部分而打了給我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婷

主腦多台籍 南洋設賊竇

公安機關打擊電騙六法
繼續依法嚴打、保持對電信詐騙犯罪、網絡違法犯罪行為的整治態勢
經國務院批准，現已建立由公安部牽頭負責，合共23個政府職能部門參加的「國
務院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加強各部門協作
從法律層面，進一步加強研究打擊電信詐騙罪案的方式，適時通報最高人民檢
院、最高人民法院等相關部門，為公安機關依法嚴厲、有效打擊電信詐騙犯罪
提供法律保障
案發後及時臨時鎖定詐騙賬戶，建立電信詐騙涉案賬戶「黑名單」制度
加強技術防範措施，推動基礎運營商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升級防範技術
利用各媒體多角度宣傳教育

資料來源：中聯辦給予DBC數碼電台的資料，已上載DBC數碼電台網站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敏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外界一般認為犯罪集團主腦多數為
內地人，惟吳國鎮昨日指，根據多年追查發現，電話騙案主要由台
灣人組織策劃，騙徒於東南亞國家設下犯罪窩點，誘騙並禁錮到當
地經商或工作的內地人負責詐騙電話，又僱用不明真相的人開設銀
行戶口。
吳國鎮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電信詐騙早於十多年前由台灣不
法分子帶起，最初主要針對生活在內地的台灣人，其後發展至針對
內地人。在內地執法部門的嚴厲打擊下，台灣犯罪分子採用「兩頭
在外」的方式—犯案的策劃地與策劃者都在外地。

誘騙內地人 強迫勞役「斷六親」
東南亞國家是犯案的策劃地，吳國鎮指出，台灣犯罪分子把窩點
及機器設備轉移到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柬埔寨、泰國、老撾
等東南亞國家，並誘騙到當地經商、工作或旅遊的內地人，聲稱以
高薪邀請他們從事正當工作，最終禁錮他們負責打電話、發短訊和
開設銀行賬號等環節，不准他們聯繫家人，亦不會提供金錢報酬。
他續說，根據曾被操控打電話的內地人供詞，不法分子會對他

們提供「培訓」，要求他們按預先編好的劇本詐騙受害人，又會
聘用大量不明真相的內地人在內地開設銀行戶口，以供匯款，但
轉賬和最終提取現金等核心的事情均由台灣犯罪分子完成。

冒充社保、醫保、銀行、電信等工作人員，
指受害人的的信息外洩，被他人利用從事犯罪，
要求驗資證明清白。

冒充政府官員，特別是公安局、檢察院、法
院、郵政工作人員。以受害人犯法為名，恐嚇要
凍結受害人存款，要求受害人驗資證明清白。

以銷售廉價飛機票、火車票，或迷魂藥、竊
聽設備等違禁物品作為誘餌進行詐騙，引誘受害
人主動查詢，之後以交定金、托運費等進行詐
騙。

冒充熟人進行詐騙。不法分子在電話中要
求受害人「猜猜他是誰」，隔日再打電話編造
因賭博、嫖娼等被公安機關查獲，並向受害人
借錢。

「中大獎」，方式有三：一為預先印刷大批
精美的虛假中獎刮刮卡，通過信件郵寄或僱人
投遞發送；二為通過手機短信發送；三為通過
互聯網發送。對方以先匯「個人所得稅」、
「公證費」、「轉賬手續費」等理由要求受害
人匯款。

「無抵押貸款」：不法分子以「我公司在本
市為資金短缺者提供貸款，月息3%，無需擔
保，請致電某某經理」，一些企業或個人如急
需周轉資金，被不法分子以預付利息等名義詐
騙。

以各種形式發送誘人的虛假廣告信息。
「高薪招聘」：不法分子以通過群發信息，

以高薪招聘為幌子，稱受害人已通過面試，要向
指定賬戶匯入一定培訓、服裝等費用後即可上
班。

虛構汽車、房屋、教育退稅：發送「國家稅
務總局對汽車、房屋、教育稅收政策調整，你的
汽車、房屋、孩子上學可以辦理退稅事宜」的信
息，受害人被誘騙到自動櫃員機將存款匯入指定
賬戶。

利用銀行卡消費進行詐騙：不法分子通過手
機短信提醒手機用戶，稱該用戶銀行卡剛在某地
刷卡消費某金額，然後不法分子假冒銀行客戶服
務中心及公安局金融犯罪調查科名義，謊稱該銀
行卡被複製盜用，要求他到銀行自動櫃員機進行
所謂「升級」、「加密操作」，逐步將受害人引
入轉賬陷阱。

冒充黑社會敲詐：不法分子以「黑社會」或
「殺手」等名義來電或發短信，聲稱替人尋仇等
威脅口氣，再提出我看你人不錯、講義氣、拿錢
消災等。

虛構綁架、出車禍詐騙：不法分子謊稱受害
人親人被綁架或出車禍，並有一名同夥在旁邊假
裝受害人親人大聲呼救，要求速匯贖金。

利用匯款信息進行詐騙：不法分子以受害人
的兒女、房東、債主、業務客戶的名義發送「我
的原銀行卡丟失，等錢急用，請速匯款到某某賬
號」。

利用虛假彩票信息進行詐騙：不法分子以提
供彩票內幕為名，騙取會員費。

利用虛假股票信息進行詐騙：不法分子以某
證券公司名義通過互聯網、電話、短信等方式，
散發虛假內幕信息及走勢，甚至製作虛假網頁，
騙取股民將資金轉入其賬戶。

QQ聊天冒充好友：不法分子盜用他人QQ，
事先就有意與受害人進行視頻聊天，獲取使用人
的視頻信息，在實施詐騙時播放事先錄製的視
頻，以獲取信任。分別給使用人的QQ好友發送
請求借款信息。

虛構重金求子、婚介等：不法分子以張貼
小廣告、發短信、在小報刊等媒體刊登美女富
婆招親、重金求子、婚姻介紹等虛假信息，以
交公證費、面試費、介紹費等名義，要求受害
人匯款。

神醫迷信：不法分子物色單身中老年婦女，
稱其家中有災、親屬有難，讓受害人拿錢「消
災」或做「法事」。

誘騙受害人安裝所謂「犯罪通緝追查系
統」、「網上清查系統」、「保護賬戶安全」等
軟件，以洗脫「犯罪嫌疑」。
資料來源：中聯辦給予DBC數碼電台的資料，載

於DBC數碼電台網站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敏婷

19種常見電信詐騙「陰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千禧年
開始，隨金融與通訊業的急速發展，虛
假訊息詐騙案在內地迅速蔓延。前年內
地電信詐騙案達30多萬宗，公眾損失高
達逾百億元。內地警方去年破獲相關案
件2.8萬宗，抓獲嫌疑犯逾7,600名。吳
國鎮表示，這類罪案仍處於「高發態
勢」，給社會造成極大危害，會盡一切
努力從各層面打擊。

去年破2.8萬騙案 拘7,600人
吳國鎮昨日在電台訪問中指出，電信

詐騙案件勢態不減，內地相關執法部門
開展一系列專項行動嚴厲打擊，去年共
摧毀1,110個不同規模的電信詐騙犯罪
集團，破獲案件2.8萬宗，抓獲嫌疑犯
逾7,600名。他透露，內地執法部門曾
先後兩次進行稱為「9．28行動」的大
型專項行動，成功摧毀多個特大電信詐
騙集團，合共涉案金額逾3.4億元人民
幣，拘捕過千人，台灣人和內地人各佔
一半。
首次行動於2011年9月28日進行，公

安部統一指揮內地10個省區市公安機
關，聯手台灣，與印尼、柬埔寨、菲律
賓、越南、泰國、老撾、馬來西亞、新
加坡等東盟8國警方採取行動，成功摧毀
兩個特大跨國、跨兩岸電信詐騙犯罪集
團，拘捕828人，當中532人內地籍，
284人台灣籍，涉案金額高達2.2億元。
警方於當次行動中搗破162個犯罪窩點，
繳獲銀行卡、電腦、手機、網絡平台服
務器等大批犯案工具及贓款，破獲電信

詐騙案件逾1,800宗。
第二次行動於去年9月開展，公安機關

於去年初及4月在廣東等地及浙江省金華
市接連發現電信詐騙案件，分別以小額
貸款名義行騙及假冒執法機關實施。調
查後發現是兩個同樣由台灣人組織策劃
的特大跨國、跨兩岸電信詐騙犯罪集
團，合共涉款2.2億元人民幣。

近年案件針對兩岸同胞
去年初於廣東等地發生的案件，窩點設

在內地、台灣以及菲律賓、泰國、印尼、
越南，轉取贓款窩點設在內地、台灣，電
話號碼假扮為於上海、廣東打出，專門針
對內地及台灣居民。
至於去年4月於浙江省金華市發生的案

件，窩點設在印尼、柬埔寨、菲律賓、
越南、泰國、老撾、馬來西亞、新加坡
等8國，轉取贓款窩點設在台灣及印尼、
馬來西亞、泰國，電話號碼假扮為在山
東、福建、廣西及台灣打出，專門針對
內地居民。

將推實名電話 監測廣告助查
在開展一系列專項行動之外，內地執

法部門又透過制定完善相關法律法規，
例如將電話實名制納入法制體系，同時
嚴厲查處虛假互聯網廣告，加強日常監
管，對全國31個省、市的169家綜合門
戶類、搜索引擎類、視頻類、電子商務
類、團購類網站，特別是搜狐、新浪、
騰訊等20家重點網站進行廣告抽查監
測，嚴厲打擊網絡違法犯罪活動。

內地近年嚴厲打擊電話騙案，並加強相關公眾宣傳教育，吳國鎮
昨日在接受香港一個電台節目訪問時表示，現有詐騙手法主要

可歸類為19種（右表），有關詐騙手法於內地的生存空間縮小，騙
徒於是轉到香港行騙。中聯辦自7月初接獲香港警務處通知，反映有
市民收到聲稱是來自中聯辦的電話騙案，月中開始愈來愈多，7月19
日至7月21日3天內更收到10,400個市民致電中聯辦查詢相關事
宜，有市民當時指已被騙去200萬元。中聯辦主任張曉明高度重視事
件，要求有關部門迅速採取措施，向公眾說清楚事實真相，並即時
透過媒體發出聲明提醒市民小心受騙。

公安執法須用「問話筆錄」
吳國鎮強調，中聯辦及公安「永遠不會亦不可能」以電話提出執

法，自己從事執法工作多年，亦從沒聽過「無犯罪保證金」。他指
出，根據內地法律規定，公安機關執行職務時，必須以「問話筆
錄」的方式進行，由至少兩人同時跟進，口供亦須簽名確實；如公
安有需要扣押財產，除當事人外，亦要有見證人；凍結銀行戶口
時，亦會有正規文件發給銀行。

吳：只有自己賬號才安全
騙徒經常提出所謂「安全賬戶」誘騙受害人將資金匯入指定的賬
戶，他提醒，電信、銀行及公安系統的電話各有平台，不可互通，
亦沒有任何單位設置這種安全賬號，「只有自己的賬號才是安
全。」他又說，若稅務或財政部門需要對消費者進行退稅，會通過
電信、報紙等權威部門公告，不會致電通知。
吳國鎮強調，無論騙徒偽裝什麼身份或編出任何劇本，最終只會關
係到「錢」，提醒市民千萬不要輕信來歷不明的電話及短信，透露自
己的身份證和銀行卡信息，平日多留意新聞，有懷疑就要報警。

快速層層轉賬 追返錢「機會微」
不幸被騙的市民最關心錢能否追回來，吳國鎮坦言「機會很
小」，連破案都「非常複雜而困難」。他解釋，作案者都會使用任
意顯示號碼軟件，在海外撥號回國，由於電信詐騙是遠程、非接
觸、短時間內完成作案，而且留下的電話與賬戶都是假的，按銀行
賬號調查的話，只會查到一個與犯罪毫無關係的人。
他續指，騙徒設置多層級賬戶，把騙來的錢迅速轉移。通過銀行

快速層層轉賬，最後再在分佈在各地的自動櫃員機提取現金，幾萬
元騙款於幾分鐘內已被轉移到各地並且提走，執法部門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和時間，都無法找到破案線索。

銀行「可疑止付交易」減罪案
為阻止受害人資金轉入詐騙團夥賬戶，吳國鎮表示，內地有關部
門已和人民銀行商定「可疑止付交易」的措施，盡最大努力減少案
件發生和公眾損失。中聯辦警務聯絡部亦會全力配合香港打擊電信
詐騙犯罪，包括聯絡內地公安局分享破案經驗，早前亦已安排警務
處刑事及保安處處長羅夢熊到北京參與跨部門會議商討對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香港近期電話騙案猖
獗，更有部分騙徒冒充內地官員，中聯辦昨日首次透過
大氣電波講解事件。中聯辦警務聯絡部副處長吳國鎮昨
日表示，由今年7月中起，中聯辦接獲愈來愈多市民查
詢，高峰時更在3日內接獲逾萬宗市民查詢，中聯辦主
任張曉明高度重視事件，中聯辦警務聯絡部會全力配合
香港打擊電信詐騙犯罪。吳國鎮強調，中聯辦與公安
「永遠不可能」以電話提出執法，亦不會以錢代替執法
程序，自己亦從沒聽過「無犯罪保證金」。

中聯辦
警聯部：

▲中聯辦警務聯絡部副處長
吳國鎮表示，中聯辦主任張
曉明高度重視事件，中聯辦
警務聯絡部會全力配合香港
打擊電信詐騙犯罪。

記者劉國權攝

◀警方早前舉行五區滅罪
宣傳巴士巡遊活動，呼籲
市民對電話騙案提高警
覺。 資料圖片

■■民建聯計劃派人到廣東省民建聯計劃派人到廣東省，，求助求助
省公安廳協助打擊電騙省公安廳協助打擊電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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