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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重 點教 學 重 點
請先掃描二維碼，觀看青少年防罪影片【青 

少年 詐 騙】，再開展課堂討論，同時請參考

《師長攻略2023版》P.8-12 【青 少 年 詐 騙】 青 少 年 防 罪 短 片 

騙案集團會如何利用青少年求職若渴的心態，誘騙他們參與騙案？這些騙
案有什麼共通點？

當主角發現工作上牽涉非法行為，為何當時他沒有停止他的行為？如果是
你，你會怎樣做？

如果發現身邊的朋友參與非法活動，你會怎樣做？你又可以怎樣提醒身邊
的家人和朋友，避免他們跌入騙案陷阱？

⋯⋯⋯⋯招攬青少年進行電話騙案的犯罪手法⋯⋯⋯⋯⋯⋯⋯⋯招攬青少年進行電話騙案的犯罪手法⋯⋯⋯⋯

學 習 重 點

主腦為減被捕風險 利誘青少年收騙款
• 近年的「假冒官員」及「猜猜我是誰」電話騙案等主腦，為了減低現身

被捕的風險，以每次微薄報酬，誘使年輕人假扮長者子女的朋友或律師

等身分，登門收取騙款。此外，詐騙集團亦會指使青少年前往加密貨幣

找換店，迅速將騙款匯走。

• 在 2022 年 涉 及「 詐 騙 」 被 捕 的 10 至 20 歲 青 少 年 共 340 人， 較

2021 年上升一倍；今年首半年的被捕人數有 217 人，情況令人關注。

• 若有招聘廣告付千多或幾千元酬金，聘用人士做「收錢」工作，絕對有

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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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習 重 點

《盜竊罪條例》與詐騙有關的罪行
• 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 - 干犯第 17 條「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一經定

罪，最高可判處監禁 10 年。

• 欺詐罪 - 干犯第 16A 條「欺詐罪」，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監禁 14 年。

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制
• 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制已於 2023 年 2 月 24 日起全面實施，所有未於

2 月 23 日或之前完成實名登記的電話儲值卡已不能使用。市民必須使

用自己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完成電話智能卡實名登記。

• 實名登記可堵塞以往電話儲值卡匿名性質造成的漏洞，協助執法機關偵

查涉及使用這些電話卡的罪案，加強保障電訊服務健全和通訊網絡安

全。

防罪貼士
• 善用一站式詐騙陷阱搜尋器「防騙視伏器」及其應用

程式「防騙視伏 App」（「Scameter+」），輸入有

可疑的平台帳戶名稱、銀行戶口號碼、電話號碼、電

郵地址等，以評估詐騙及網絡安全風險，預防詐騙陷

阱，減少損失。

• 守規守法，以合法的方式賺取金錢，切勿為賺取金錢或貪圖小便宜而參

與違法活動，亦不應抱有不勞而獲或僥倖心態，以為從事違法活動後無

跡可尋；一言一行都保持正直、誠實、值得信任的道德標準。

學 習 總 結
• 犯罪集團招攬青少年犯案的手法層出不窮，多留意警方的防罪資訊，可

知悉最新犯案手法，及早介入，提醒身邊人。

• 若有招聘廣告付千多或幾千元酬金，聘用人士做「收錢」工作，絕對有

可疑。如有懷疑，應先諮詢師長；若發現懷疑不法活動，應報警求助。

• 拒絕誘惑，建立正確價值觀和理財觀，培養正面積極的生活態度和健康、

有規律的生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