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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金錢服務經營者舉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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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電話騙案」中的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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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 香港的「電話騙案」形勢

•業界在「電話騙案」中的弱點

•香港警務處的針對性行動

•香港警務處的建議



香港警務處
「電話騙案」專責小組

東九龍總區重案組第三隊

監察最新趨勢
綜合調查
收集及分析情報
制訂策略
發放資訊
向法庭提供專家意見



香港「電話騙案」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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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話騙案」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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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話騙案」的趨勢

2017
(1至8月)

2018
(1至8月)

比較

話騙案」舉報數字 684 269 -415 -60.7%

損失金額
港幣 $百萬元）

194.02 17.44 -176.58 -91.0%



常見欺詐交易方法

•經本地金錢服務經營者匯款

•轉賬／匯款到受害人
新開設的內地銀行賬戶內

•經本地銀行作轉賬

•親身以現金存款



主要的犯案手法

「猜猜我是誰？」
「假冒官員」
「虛構綁架」



「猜猜我是誰？」



受害人

相信親友在內地被刑事拘留或
其他原因急需現金，並將現金
傳入到指定內地銀行戶口以隨機方式致電香港受害人，

以『猜猜我是誰』的手法騙得
受害人的信任

話務組

腦出資購買通訊器材
詐騙電話通訊中心，
務組及取款組

主腦

於內地以提款卡取現或消費

取款組 內地銀行戶口

冒充受害人親友直接行騙

冒充受害人親友訛稱已更改
電話號碼，並要求受害人將
來電顯示號碼存入電話簿，
其後再致電行騙

「猜猜我是誰？」



「虛構綁架」



由話務組安排到指定地點
，面對面向受害人接錢，
扣除報酬後存到指定內地

執錢人

受害人

相信親友經已被禁錮，擔心
其安全，因此一次或多次於
指定地點面對面交收或將贖
金傳入指定內地銀行戶口

以『虛構綁架』的手法，隨
機致電香港受害人

話務組

出資購買通訊器
詐騙電話通訊中
話務組及執錢組

主腦

內地銀行戶口

訛稱禁錮了受害人的家人或子
女以索取贖金，要求受害人於
指定地點面對面交收或將贖金
存入騙徒指定戶口

「虛構綁架」



「假冒官員」



「假冒官員」
徒

行／公共服務／電訊公司／速遞職員／入境處

徒

地公安

徒

察官

受害人
以網上理財
匯款

儲入／匯款騙徒指定
銀行賬戶／自己新開
設銀行賬戶

騙徒親自提取金錢



業界在「電話騙案」中的弱點

金錢服務經營者的特點: -
- 方便
-快捷
-低成本
-簡單交易程序

難以辨認可疑交易

處理／提交可疑賬戶機制不完善



香港警務處的針對性行動

亮蘋行動
2013年6月開始，由東九龍總區刑事部統籌

目的在於加強公眾及金錢營辨商的警覺性

防止罪案宣傳及於電話騙案黑點加強執法



香港警務處的針對性行動

騙案應變小組

以特別通報機制舉報可疑騙案／交易

以警區作區分



標

向公眾及警隊前線提供24小時查詢及支援熱線 (18222)

協調警隊內部資源以防止及偵查主要詐騙案

反詐騙協調中心



嘉許金錢服務經營者

盡職盡責
自2013年起，由本地匯款代理
揭發的騙案共129宗
成功阻截共港幣3,221萬元的騙款

與香港警務處合作
犯罪得益的下落
可疑交易
可疑內地銀行賬戶





香港警務處的建議

保留顧客的交易記錄 辨認受害人及騙徒

辨認及舉報可疑匯款
延遲／拒絕／終止

可疑匯款



香港警務處的建議

向警方作出舉報

999

報案室

巡邏警員

財富調查組

騙案應變小組

緊急 非緊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