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覆「有關打擊電話騙案」  

 

全港在 2015 年首 7 個月電話騙案合共 2,371 宗，較 2014 年同期的 1,395

宗上升 976 宗(升幅 70%)，而涉及款項達 1 億 7,570 萬港元；當中涉及在

九龍城警區發生的電話騙案約佔 5％ (即 122 宗)，較 2014 年同期的 78

宗上升 44宗，升幅 56%。九龍城警區已推行各種防騙宣傳，在 8月份的電

話騙案數字明顯下降，截至 8 月 23 日九龍城警區共錄得 4宗。  

 

警方已成立專案小組調查此類案件，東九龍總區刑事部統籌有關的調查工

作，並正與內地執法部門，包括北京公安部和廣東省公安廳緊密聯繫，商

討打擊電話騙案的不同方案。而早前刑事及保安處處長率領商業罪案調查

科、網絡安全及科技調查科、聯絡事務科、東九龍總區刑事部，與北京公

安部進行的跨部門會議後，亦達成多項協議，包括加強雙方情報交流、定

期匯報調查個案進度、建立定期溝通渠道等。 

 

由於這類騙案涉及跨境罪行，調查存有一定難度，即使破案亦未必能夠起

回被騙的金錢。所以，針對這類型的騙案，最有效的仍然是預防工作。在

過去數星期，警方進行全方位的宣傳教育，與各媒體等合作推行各種防騙

宣傳，以提高市民防罪意識及警覺性。當中包括: 

 

 在政府部門，如康文署、各醫院、郵局等公眾地方張貼標語，放置防

騙單張； 

 

 在公共屋邨(包括在九龍城警區內屬於房署的 5個屋邨及屬於房協的 3

個屋邨)、私人屋苑、公共交通工具、商場、食肆等派發傳單及張貼海

報; 

 

 在電台、電視台作出防騙呼籲； 

 

 在警訊、警隊 YouTube、「童叟無欺」防騙資訊平台加大宣傳力度；  

 

 在 3間平安鐘服務公司進行採訪，宣揚防騙訊息，提高共 13萬用戶對

電話騙案的警惕； 

 

 7月中旬及 7月底舉行的警方記者發佈會作出呼籲； 

 

 警方於 8 月 9日聯同多區撲滅罪行委員會舉行的巴士巡遊，務求以鋪

天蓋地之方式向市民滲透防騙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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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龍城警區亦在 7月至 8月期間，安排警車在不同地點重覆廣播有關

宣傳聲帶，提醒市民提高警覺，防止電話騙案 (宣傳聲帶亦已安排在

區內多間酒家重覆廣播有關宣傳聲帶); 

 

 在 8月份內，九龍城廣場的外牆顯示屏每日播放由藝人米雪、黎耀祥

拍攝的「提防電話騙案」宣傳短片；亦在區內屬房署的 5 個公共屋邨

電視播放有關宣傳短片； 

 

 於 8月 20日下午，九龍城警區指揮官聯同九龍城區撲滅罪行委員會主

席蕭楚基先生 BBS.MH.JP、多名滅罪會委員、區議員以及九龍城五十

多位滅罪耆樂警訊，在九龍城廣場及九龍城街市一帶舉行防止電話騙

案宣傳活動，向市民派發傳單，並呼籲市民對電話騙徒說不(當日九龍

城區民政專員徐耀良先生 JP 亦有出席)； 

 

 九龍城警區亦透過「警衛先鋒計劃」及「保安聯網計劃」以電郵與區

內大廈管理、學校、找換店、長者中心等發放防騙訊息; 以及在區

內多處公眾地方展示防電騙橫額及訊息，以提高市民警覺; 

 

 九龍城警區警民關係組人員在出席區內活動時 (如區內會

議、文娛活動、孟蘭派米活動等 )均把握機會向區內人士宣傳

防騙訊息; 

 

 此外，九龍城警區共五百耆樂警訊亦參與區內其他的防止電騙宣傳工

作 (包括防騙話劇、講座等)，以達互相提醒之用，及協助廣泛宣傳活

動。他們並已設立九龍城耆樂警訊臉書(Facebook)協助警方宣傳防騙

活動，亦透過「耆樂之聲」刊物宣傳防騙訊息。 

 

由於警方發現騙徒利用應用程式假冒來電顯示號碼，已與通訊事務管理局

辦公室(簡稱通訊辦)研究如何幫助巿民核實來電顯示號碼的真確性。通訊

辦亦於 8 月 20 日公布，由 2015年 8 月 21 日起，電話營辦商會分階段在

流動電話的來電號碼顯示中加入「＋」號，讓巿民識別模仿本地八位數字

電話號碼但源自香港境外的來電。 

 

警方再次藉此機會呼籲市民切勿隨便在電話提供個人資料，包括身份証號

碼、家人資料、銀行戶口、密碼等給來電者。更不應聽從陌生人指示登入

陌生網頁或付款給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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