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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防電騙宣導對象

　　電騙、網騙屢遏不止，保安司司長日前指出，2023年電訊網絡詐騙
案件的數量明顯上升，合共涉及1306宗，2022年8月至2023年8月澳門相
關案件涉及的騙款共3.1億元。然而針對越發猖獗的電騙、網騙，即使保
安司已加以宣導及多措打擊罪案發生，但遺憾仍相繼有人墮入騙局。

　　近年在政府及社會的積極宣導下，大眾對「公檢法」騙案有一定防
備，但騙徒手法亦隨之升級，並將目標瞄準學生及教職員。根據《2023
年全年罪案統計》，電騙共錄得412宗，當中涉及「公檢法」類型居於首
位，約佔七成；而早前司警向傳媒透露，今年1月錄得42宗「公檢法」案
件中，逾半涉及澳門和內地學生，分別佔比一成九、三成三，直言「情
況值得社會重視」。甚至早前有大學生除了被騙取款項外，亦被騙徒以
「出庭作證」為由，誘騙其親身前往東南亞並遭綁架，幸好最後成功脫
險，而相關事件正正反映有關騙案存在人身安全的隱憂。

　　面對涉世未深又剛成年、需為自己負責的青少年，「高校學生防詐
騙宣教工作專責小組」積極制定具針對性的防騙宣傳策略，並開展一系
列宣教工作；同時，樂見保安司擬於今年4月發佈反詐微信小程式，讓公
眾瀏覽及體驗各類騙案手法，加深認識，有關工作值得肯定。而綜觀多
起騙案，面對青少年索取款項時，家長或親屬亦應是重要的把關人，建
議有關小組部門及高校能將宣傳對象擴展至家長並加以宣導，同樣培養
家長的防騙意識，能夠適時引導子女。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雖然政府在反詐和宣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仍有不少人士墮
入電騙、網騙騙局，當中不乏一些高知識份子，請問除了加強宣教策略
外，如何從攔截技術方面入手遏止電話及網絡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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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隨著人工智能發展與普及 ， 有 不 法 之 徒利用「深度造
假(Deepfake)」技術作換臉變聲的詐騙，然而鄰近地區經已出現有關騙
案。網騙作為一種跨越地域界限的犯罪，請問目前本澳有無接獲有關AI
犯罪的舉報？因應AI犯罪的變化趨勢，會如何調整宣傳策略？

　　三、保安司司長日前表示，過往在澳發生的網騙皆獲偵破，惟涉及
跨境犯罪、國際騙案仍未能破獲，請問針對跨境合作方面，當局有何規
劃及方案，以進一步提高破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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