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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發現，徐生雄區議員向街坊發宣傳海報，
聲稱能幫市民填寫及代交申請一萬元「現金發放計

劃」的表格，除了要求市民提供香港身份證和銀行存摺
簿，作申請之用外，最離奇是住址證明也要一併提供。
記者向負責該計劃的銀行業人士了解，他表示如果代人
填表申請一萬元，提交身份證及銀行存摺簿核對身份是無
可厚非，但申請計劃時根本毋須提供住址證明，「有銀行
戶口的申請人，錢會直接過落銀行戶口，唔使知道地址；
如果無銀行戶口，只需講出住址，支票會寄上門，或由申
請人去銀行或郵局領取，都係唔使提供住址證明。」徐生
雄的舉措惹來過分索取個人資料，甚至「種票」嫌疑。
為此，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警方詢問，東九龍總區防止罪

案辦公室主任署理總督察馮家恆不評論個別事件，但提醒
市民切勿通過第三方代填或代交「現金發放計劃」的申請
表格，行動不便者應委託信任的親友作為代理人，親身前
往九龍旺角「現金發放計劃秘書處」進行登記。

「+852」來電 老作登記失效
事實上，警方防騙熱線最少接獲兩名市民查詢指，有騙
徒利用「現金發放計劃」向市民套取個人資料及銀行賬戶
等資料，猶幸事主未有上當。商業罪案調查科反詐騙協調
中心署理總督察顏凱欣表示，此類騙徒均以「+852」字頭
的電話致電市民，騙徒假冒銀行職員，訛稱事主申請計劃
時的資料被重複登記或資料未能審批為藉口，要求事主提
供姓名、銀行戶口甚至信用卡號等資料。
該兩名查詢者均在接到語音來電後選擇廣東話服務，但

被告知無法接通或線路繁忙，之後被接駁到普通話線路，
令事主生疑而收線。警方提醒，所有顯示「+852」開頭的電
話均為海外騙徒利用網絡電話假冒的香港號碼，強調本港
撥出的號碼必定不會顯示「+852」，呼籲市民提高警覺。
另外，黑暴加上新冠疫情使本港經濟市道走下坡，電話
騙案趨增，今年首5個月警方錄得532宗電話騙案，當中
520宗涉及金錢損失，涉款總額逾1.85億元，較去年同期
4,559萬元，上升超過1.4億元、升幅逾3倍。馮家恆表
示，騙徒通過網絡電話，以漁翁撒網方式致電受害人，是
今年騙案數字上升的主要原因。

騙徒或借國安法扮官電騙
香港國安法早前正式生效，警方不排除有騙徒利用市民
對法例陌生，趁機進行「假冒官員」電騙。警方重申，任
何執法機構及銀行，也不會透過電話要求市民提供完整個
人資料及銀行戶口密碼，呼籲公眾遇有人要求提供個人資
料時，要格外留神。

騙騙騙，變變變？警方今年首5個

月共錄得532宗電話騙案，較去年同

期上升超過1.5倍，涉款高達1.85億

元，按年亦升超過3倍。警方更發現，

政府一萬元的「現金發放計劃」勢成騙

徒行騙新伎倆，警方防騙熱線最少接獲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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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電話騙案數字上升，警方除了通過傳統媒
體、新媒體向市民宣傳識破騙案的手法外，也積
極向持份者，例如銀行和找換店開展防騙宣傳工
作。經營找換店的林先生早前因處理一名老婦的
匯款時，發現收款人姓氏有誤，向老婦查問下，
簡單的關心慰問，便智破一宗電話騙案，保住老
婦三萬元人民幣的血汗錢，林先生接受香港文匯
報專訪時說：「主動防騙，我是盡自己所能。」
東九龍總區防止罪案辦公室定期到銀行及找換

店向職員宣傳電話騙案，令他們提高警覺，遇到
可疑匯款時提醒客人，協助堵截騙案匯款，減少
市民受騙。

提醒長者匯款理由身份成疑
林先生經營找換店十幾年，擁有豐富的經驗，

遇到可疑匯款等異樣時，能夠積極助市民和警方
阻止騙案發生。今年4月，他就成功幫助一位婆
婆識破電話騙案，保住她的財產。
林先生接受本報訪問時憶述，當時一名生面口

的婆婆前來要求進行跨境匯款，向內地一個戶口
匯三萬元人民幣，但收款人姓氏寫成「通」，使
林先生起疑，遂向婆婆詢問匯款目的。這位婆婆
稱：「有個相熟朋友的朋友致電，說在內地發生
交通事故，需要一筆錢。」林先生更起狐疑，
「交通事故需要境外匯款已很可疑，仲要係朋友
的朋友更加可疑。」林先生提醒婆婆她可能被
騙，但此時婆婆仍深信不疑，堅持要匯款。
林先生並無即時拒絕其匯款，而是先答應安撫

婆婆的情緒，「如果我直接拒絕，很難保證她不
會到第二間、第三間找換店匯錢，因此我決定暫
時扣起這筆錢。」林先生首先嘗試匯款一元到該
個內地戶口，卻顯示姓名錯誤，後發現收款人的

正確姓氏為「湯」而不是「通」，這令林先生更
加肯定騙案的可能性，「匯錢給認識的人，無理
由連姓氏都搞錯。」
林先生再三提醒下，婆婆始起疑，決定致電該

名相熟的朋友，始知有人冒認是該名朋友的朋友
呃錢，婆婆馬上向警方報案。翌日警方來到找換
店向婆婆說明情況後，找換店才將之前扣起的款
項歸還給婆婆。林先生稱，「警方多次向我們宣
傳如何幫助市民防騙，我是盡自己所能。」

迫人認親戚？「表妹」涉七騙案
此外，銀行界也在日常工作中細心留意可疑匯

款，集友銀行灣仔分行主管岑浩璋表示，會重點
培訓員工，遇到可疑匯款時積極向匯款人詢問，
尤其面對長者，需要更多的耐心。今年6月，該
分行職員就幫助一位婆婆識破電話騙案，案中陪
同婆婆前來匯款的「表妹」竟然涉及七宗「假冒
官員」電話騙案，不排除被捕的「表妹」可能也
是「假冒官員」騙案受害人，後被騙徒洗腦淪為
「幫兇」向其他受害人行騙。

職員多關心兩句 保住婆婆血汗錢

◆少於18： 4宗
◆18至30： 54宗
◆31至40： 10宗
◆41至50： 16宗
◆51至60： 31宗

◆61至70： 46宗
◆71至80： 30宗
◆大於80： 8宗

◆總計： 199宗

去年1月至5月

◆少於18： 6宗
◆18至30： 81宗
◆31至40： 35宗
◆41至50： 67宗
◆51至60： 76宗

◆61至70： 131宗
◆71至80： 104宗
◆大於80： 20宗

◆總計： 520宗

今年1月至5月

受害人年齡分布（歲）

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署理總督察崔庭銳指出，分析今年首
5個月的電騙個案發現，涉及「假冒官員」的騙款合共1.7
億多元，佔總金額92%；當中150名有損失的受害人，同
樣是被騙取個人資料及網上理財戶口密碼，雖只佔有損失
總人數約30%，但他們損失金額合共達1.5億元，佔損失
總金額約80%，今年最大宗電騙案的84歲女事主，被騙徒
要求開設網上理財戶口及交出密碼，其間被要求每日匯報
行蹤及不准向人透露案情，損失2,100萬元。崔庭銳提醒
市民：「咩嘢都係假，所有來電都係假！」

防四部曲攻心「全部都係假」
騙徒致電固網電話行騙的個案有明顯上升趨勢，原因與

現時擁有固網電話以長者為主。警方又發現騙徒以「電騙
攻心計」四部曲引君入甕，商罪科反詐騙協調中心署理總
督察顏凱欣表示，第一部曲是「先嚇後幫」，騙徒訛稱受
害人干犯嚴重罪行，最常用藉口是「在內地發現一張以受
害人名義開的電話卡，曾發出大量違法短訊」，恐嚇事主
將會被拘捕及個人資產被凍結，使受害人驚慌失措。
第二部曲「安全幻覺」，自稱內地官員的騙徒聲稱，相

信事主無辜及會協助證明清白，令其產生「有人幫」的安
全幻覺，騙取信任。第三部曲「社會孤立」，騙徒禁止受
害人向他人透露案情，威嚇「如果透露給親友，
親友也會受到牽連」，或要求受害人無間
斷進行手機通訊，無法接觸其他人，曾
有受害人被要求乘高鐵到北京助查，
但騙徒命令「不准坐」，結果全程
在車廂中站立，另有受害人被要
求通宵寫5,000字的悔過書。
騙徒掌控受害人心理後，即
進行第四部曲「快速資產審
查」，要求交出網上理
財戶口密碼，如果
無網上理財戶口便
要求即時到銀行申
請，再將所有資產存
入，事主此時已對騙
徒言聽計從，自
覺不聽從會有
嚴重損失。

扮官「先嚇後幫」
首5月已呃1.7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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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定期到銀行及找換店向職員宣傳電警方定期到銀行及找換店向職員宣傳電
話騙案話騙案，，令他們提高警覺令他們提高警覺。。

■■警方及銀行界嘉賓警方及銀行界嘉賓((右一右一))展示防騙宣傳品展示防騙宣傳品，，提醒市民小心電騙提醒市民小心電騙。。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徐生雄以幫市民填寫及代交該計劃

徐生雄以幫市民填寫及代交該計劃

的表格為名
的表格為名，，索取過多個人資料

索取過多個人資料。。

■■警方推廣防騙案的吉祥物警方推廣防騙案的吉祥物「「提子提子」，」，近日推出新故仔近日推出新故仔，，提醒市民提防電話騙案提醒市民提防電話騙案。。 香港警察香港警察fbfb圖片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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