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地上月底全面關閉ICO(首次代幣發

行)，引發虛擬貨幣大逃亡，不少投資

者以為轉移到境外平台交易就能高枕無憂。殊不知即使在美國、日本等

發達國家，打着虛擬貨幣旗號的各類騙局亦層出不窮，從偽造成交量到黑客

攻擊，從虛假資料到洗錢疑雲，投資者的損失額動輒過億美元，交易環境之

惡劣，被法律界斥為「與西部蠻荒時代的銀行搶匪沒有兩樣」。有外電報

道稱，各國政府都在討論如何對待虛擬貨幣，雖然未必會全面關停，

但加強監管是大勢所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虛擬貨幣涉嫌詐騙事件
2014年2月
日本最大的比特幣交易所Mt. Gox聲稱客戶的75萬比
特幣和自身保有的10萬比特幣丟失。2015年8月，東
京警視廳以涉嫌違規篡改賬戶數據為由將其社長逮
捕。目前仍然有將近25,000個客戶在等待賠償。

2016年1月
加密貨幣交易平台Cryptsy聲稱遭到黑客攻擊，損
失了1.3萬個比特幣和30萬個萊特幣。今年7月，
美國佛羅里達一名聯邦法官裁決，有11,325個比
特幣遭盜竊，下令已破產的Cryptsy負責人Paul
Vernon，必須向客戶支付820萬美元。

2016年8月
全球最大加密貨幣交易所之一的Bitfinex稱被黑客
入侵，盜走近12萬個比特幣，損失7,200萬美
元。該交易所其後被美國監管機構罰款，且被美國
最大銀行業者之一的富國銀行切斷業務。

2017年 7月
加密貨幣交易所 BTC-e 突然宣佈「計劃外」關站維
護，網傳有 6.6萬個比特幣被盜。美國財政部隨後指
責該交易所「協助涉及勒索軟件、黑客攻擊、身份盜
取、退稅詐騙、公共腐敗和販毒的交易」，並命令其
支付1.1億美元罰金。

20172017年年1010月月55日日（（星期四星期四））財  經  專  題B2 ■責任編輯：梁麗芬

比特幣變騙局黑洞 損失數以億計
「與銀行搶匪無異」 加強監管事不宜遲

境外發生的虛擬貨幣詐騙事件，手法之
惡劣比內地更加簡單粗暴。路透社的

報道形容，「就像網絡版的美國西部蠻荒時
代，但幾乎沒有警長出面執法。」報道列舉
了不少案例，例如美國有一家新科技企業員
工Dan Wasyluk，早前募集到一些比特幣，
並將其託管在一家運營比特幣交易平台公司
Moolah。但僅僅幾個月之後，該平台就突然
倒閉，這導致Wasyluk 損失了 750個比特
幣，價值約300萬美元。雖然平台經營者已
面臨欺詐和洗錢等指控，但他覺得收回資金
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Mt. Gox拖足三年仍未賠償
無獨有偶，今年 7月加密貨幣交易所

BTC-e 突然宣佈「計劃外」關站維護，網傳
高達6.6萬個比特幣被盜。美國佛羅里達一
名聯邦法官隨後裁決，有11,325個比特幣遭
竊，下令已破產的Cryptsy負責人Paul Ver-
non必須向客戶支付820萬美元。代表客戶
提起集體訴訟的律師之一David C. Silver憤

而指責：「這與西部蠻荒時
代的銀行搶匪沒有兩樣。」
其他國家的疑似騙局亦多不勝

數，日本的Mt. Gox曾經是全球最
大的比特幣交易所，三年多前突然聲
稱客戶的75萬比特幣和自身保有的10萬
比特幣丟失。該交易所隨後宣佈破產，社長
亦因涉嫌違規篡改賬戶數據被東京警方逮捕。
投資者損失慘重，三年過去了，截至目前仍
然有將近25,000個客戶在等待賠償。

多年來近百萬比特幣被盜
事實上，加密貨幣的交易平台已經成為欺詐

案和技術故障的高發場所，對交易者構成的風
險卻未受到足夠重視，受影響的資金可能極為
龐大。據不完全統計，自2011年以來，全球已
經至少發生30多宗加密貨幣交易所遭竊事件，
許多遭竊的交易所後來關門大吉。有超過98萬
個比特幣遭竊，以現時行情計算，價值約為40
億美元。能被追回的失竊比特幣寥寥無幾。
最荒唐的是，受到影響的投資人能不能得

到賠償，全要看交易所是否大發善心。究其
原因，監管不夠完善是各國的通病。紐約大
學史登商學院金融學系主任David L. Yer-
mack指出：「這是新類型資產，沒有人非常
了解底細，如果你是一名消費者，你沒有任
何保護。」當地法律界人士表示，各國監管
機構及政府仍在討論如何對待加密貨幣，估
計「美國國會最終將不得不採取行動（加強
監管）。」

香港文匯報訊虛擬貨幣的最大特色之
一是「匿名交易」，令投資者可以避開
銀行和政府，用更低成本進行金融交
易，但這也給監管機構帶來巨大難題。
由於充斥大量假名賬戶和假地址，經常
導致執法機關追討無門，哀嘆「我們的
傳票都發給了住在『123大街』的『米
老鼠』了。」

匿名賬戶吸引犯罪分子
據路透社報道，今年7月，因協助涉

及勒索軟件、黑客攻擊、身份盜取、退
稅詐騙、公共腐敗和販毒的交易，而被
美國當局勒令關閉的BTC-e交易所網
站，其開戶審查相當簡陋，開戶者只需
提供用戶名、密碼和電子郵箱地址即
可。報道稱曾嘗試聯繫BTC-e，但發現
其運營地點不明，雖仍擁有一個新西蘭

域名的網站，但又轉到了一個名為
WEX的新交易所。
假資料氾濫成災，令執法部門頭疼不
已。美國前聯邦助理檢察官Kathryn
Haun早前在國會出席聽證會時表示，勒
索病毒的傳播者、大毒梟和連環詐騙犯
愈來愈常利用缺乏監管的海外交易所進
行活動。由於這些交易所並不會驗證客
戶身份，犯罪分子能夠開設匿名賬戶，
或者用假名開戶，逃避執法部門的監
控。Kathryn Haun由此發出哀嘆：「所
以我們的傳票都發給了住在『123大
街』的『米老鼠』了。」
分析指出，比特幣的每筆交易由區塊

鏈驗證並記錄，但其匿名交易的性質備
受罪犯歡迎，加上這類交易平台普遍對
用戶不作詳細審查，因此經常淪為「罪
行的溫床」。

假名假地址

聲名狼藉 部分銀行抵制
香港文匯報訊雖然不少國家尚未全面

叫停ICO，但虛擬貨幣的名聲已經大不
如前，在金融界人士心目中的地位亦直
線下降。摩根大通執行長迪蒙近期就直
指：「比特幣是一個騙局」，預計最終
將會「崩盤」。路透社報道亦稱，境外
不少銀行都對加密貨幣交易平台持懷疑
態度，並已經拒絕與這些交易平台打交
道。

富國銀行叫停相關轉賬
美國最大銀行之一的富國銀行，今年
3月停止為全球最大加密貨幣交易所之
一的Bitfinex進行電匯轉賬，導致其客戶

無法將美元從他們的賬戶中轉出，只能
通過與Bitfinex的律師達成特殊安排。
Bitfinex執行長Jean Louis van der Velde
對此感到不滿，聲稱「與銀行打交道是
一項持久的、不間斷的挑戰」。他指
責，「公民和企業被（銀行）當成不法
歹徒，而他們並不是，包括我自己在
內。」
銀行業則回應稱，他們擔心的是加密
貨幣交易所在防止洗錢、犯罪活動及違
反制裁規定等方面，對客戶的盡職調查
情況。路透社的報道稱，儘管監管部門
要求銀行核實客戶信息，但一些加密貨
幣交易平台只進行了最低程度的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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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名假地址充斥 追討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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