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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焦點犯罪簡況 

 

 

一、入屋盜竊 

 
 

 1. 近年入屋盜竊案立案數量呈下降趨勢 

 

 2020年入屋盜竊案立案數量為 29宗，較 2019年的 48宗減少了 19宗，顯著

下降 39.6%。 

 

 

年份 數量 變幅 

2016 52  

2017 55 5.8% 

2018 55 0% 

2019 48 -12.7% 

2020 29 -39.6% 
 

 
 

 經調查，2020年有 7宗案件的案情並非陌生人不法進入單位盜竊（詳見下表），

因此，實際被納入分析範圍的案件數量為 22 宗，較 2019 年的 41 宗減少了

19宗（下降了 46.3%）。 

 

 

 數量 

受害人報案後尋回失物或誤會單位曾發生入屋盜竊案 4宗 

懷疑為作案人認識受害人而獲容許進入案發單位 1宗 

受害人疑是精神失常且本局查明不存在犯罪事實 1宗 

經調查後發現案件為侵犯住所而非入屋盜竊案 1宗 

陌生人入屋盜竊（納入分析範圍） 22宗 

入屋盜竊的專案調查立案數量（總和） 29宗 

 

備註：本報告的圖表經四捨五入後百分比的總和未必是整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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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台山區為入屋盜竊案高發區 

 

 2020年，台山區是入屋盜竊案高發區，共發生了4宗入屋盜竊案，案發

比例達到18.2%；其次是新橋區，共發生了3宗入屋盜竊案，案發比例

為13.6%。 

 
 

 

 3. 近七成的入屋盜竊案是於日間發生 

 

 2020 年，有 6 宗案件因為事主長時間離開案發單位而未能掌握具體案

發時間。 

 

 在能確定案發時間的 16 宗案件中，68.8%入屋盜竊案於日間（早上八

時至晚上八時）發生，比例大於夜間（晚上八時至早上八時）發生的案

件，且日間之案發比例較 2019年的 55.6%增加了 13.2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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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近六成的入屋盜竊案在高層樓宇發生 

 

 2020 年，有 59.1%的入屋盜竊案發生在

樓高八層或以上的高層樓宇，40.9%的入

屋盜竊案發生在樓高七層或以下的低層

樓宇。 

 

 2016至 2020年間，高層樓宇發生入屋盜

竊案的比例持續大於低層樓宇。 

 

 
 

 5. 作案人多數使用百合匙開啟住宅大門進入單位盜竊 

 

  2020年，有 20宗（90.9%）案件的作

案人是透過大門進入單位盜竊： 

 有 2宗（10%）案件涉及撬門； 

 有 1 宗（5%）案件同時涉及撬門

和使用作案工具； 

 有 17 宗（85%）案件的作案人使

用百合匙開啟住宅大門進入單位

盜竊； 

 

 攀爬外牆延伸物再經由窗戶或陽台進

入單位盜竊的案件各 1宗。 

 

 相比 2019年，經由大門進入單位盜竊

的比例顯著增加。 

 
 2019 2020  

進入單位途徑 案件數量 比例 案件數量 比例 比例變化 

大門 28 68.3% 20 90.9% 22.6百分點 

窗戶 5 12.2% 1 4.5% - 7.7百分點 

陽台 7 17.1% 1 4.5% - 12.6百分點 

大門、窗戶及陽台 1 2.4% 0 -- - 2.4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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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入屋盜竊案的受害人報稱損失超過一百萬澳門元 

 

 經統計分析範圍内的22宗入屋盜竊案件，報案人報稱損失的金額合共

1,371,043澳門元，其中單一案件損失金額最大者逾55萬澳門元； 

 

 近六成受害人報稱損失的金額介乎於五百至三萬澳門元； 

 

 比較2019年的2,628,812澳門元，報稱損失金額總數下降了47.8個百分點。 

 

 

 2019  2020   

損失情況 案件數量 比例 案件數量 比例 比例變化 

沒有損失 5 12.2% 1 4.5% - 7.7百分點 

小額（少於五百澳門元） -- -- -- -- -- 

一般（五百至三萬澳門元） 22 53.7% 13 59.1% 5.4百分點 

巨額（三萬至十五萬澳門元之間） 9 22% 5 22.7% 0.7百分點 

相當巨額（十五萬澳門元以上） 5 12.2% 3 13.6% 1.4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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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防範入屋盜竊的建議 

 

為免居民遭受入屋盜竊犯罪侵害，本局呼籲市民： 

 

 

 

 

 

 

 

 

 

 

 

 

 

 

 

 

 

 

 

 

 

 

 

 

 

 

 

 

 

 

 

 

  

 

外出前緊記關閉及鎖上所有

窗戶、陽台門及大門鐵閘。 

 

 

應定期檢查陽台和窗戶是否具

備足夠的防盜功能，如有老化

或損壞應儘快維修或更換。 

 

確保窗外水渠位置不會被賊

人利用攀爬。 

 

如果大廈旁邊有地盤或大廈

正進行施工，住戶須做足防

盜措施，慎防賊人由地盤或

大廈外之棚架攀爬入屋。 

 

保持大廈所有出入口的大門

緊閉，假如發現門鎖損壞應立

即維修。 

 

如條件許可，安裝防盜感應

器及閉路電視攝錄系統。 

 

若發現有可疑人士出入大廈，

須提高警覺，並與大廈管理人

員及鄰居分享相關資訊，情況

嚴重時可報警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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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話詐騙 

 
 

 1. 電話詐騙案的數量大幅下降 

 
 2020年本局就電話詐騙案共開立 31宗專案調查卷宗，較 2019年的 119宗大

幅減少了 88宗，降幅約為 74%，而電話詐騙案自 2017年大幅上升後連續數

年呈下降趨勢。 

 
 

 

 2. 2020年最常見的電話詐騙類型是“假冒政府機關人員”詐騙 

 

 2020年最常見的電話詐騙案類型是“假冒政府機關人員”，佔相關案件約三

分之二，其次是“假冒網購平台或銀行職員”，佔 19.4%，所佔比例較 2019

年的 4.2%增加了 15.2個百分點； 

 

 “猜猜我是誰”詐騙所佔的比例則由 2019年的 50.4%大幅下降至 12.9%。 

 

 2019  2020   

案件種類 數量 比例 數量 比例 比例變化 

“假冒政府機關人員”詐騙 54 45.4% 20 64.5% 19.1百分點 

“假冒網購平台或銀行職員”

詐騙 

5 4.2% 6 19.4% 15.2百分點 

“猜猜我是誰”詐騙 60 50.4% 4 12.9% -37.5百分點 

  中獎詐騙   1 3.2% 3.2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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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政府機關人員”詐騙案是澳門近年常見的電話詐騙類型，2017年逾八

成電話詐騙案為這類詐騙手法。2020 年，本局就“假冒政府機關人員”詐騙案

開立了 20宗專案調查，較 2019年的 54宗減少了 34宗，下降了 63%。 

 

 

 

 
根據本局立案記錄，“猜猜我是誰”詐騙手法早於 2011年便已在澳門出現。

隨着新型詐騙手法相繼出現，“猜猜我是誰”詐騙案曾一度下降，但自 2018 年

6 月再次上升；2019 年，本局就“猜猜我是誰”詐騙案開立了 60 宗專案調查。

不過，在 2020年 “猜猜我是誰”詐騙案件數量大幅下降至 4宗，減少了 93.3%。 

 

 

 

 
 

“假冒網購平台或銀行職員”詐騙是 2018 年出現的新型詐騙手法，騙徒假

冒網絡購物平台的顧客服務員或銀行職員，訛稱事主網上購物的過程中發生問題，

例如遺失了事主的貨品、貨品質量有問題要求事主提供銀行帳戶資料退款等，並

偽裝協助事主解決問題，從而騙取事主的個人資料及款項。2020 年，本局就上

述類型詐騙案共開立了6宗專案調查，案件數量較2019年增加1宗，上升了20%。 

 

 

 
 

 3. 近一半電話詐騙的受害人是 24歲或以下的青少年 

 

 2020年，電話詐騙案受害人大多為 24歲或以下的青少年，達 48.4%，比例

較 2019年的 32.5%增加了 15.9個百分點；年齡介乎 25至 34歲的受害人比

例也從 2019年的 14.2%增加至 22.6%； 

 

 

 

 

“猜猜我是誰”詐騙 

“假冒網購平台或銀行職員”詐騙 

“假冒政府機關人員”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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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45歲或以上的受害人比例從 2019年的 47.5%減少了 21.7個百分點至

25.8%。 

 

  
 

 
 2020 年，電話詐騙案受害人的平均年齡是 33.8 歲，較 2019 年的 41.6 歲要

低，主要原因是“假冒政府機關人員”及 “假冒網購平台或銀行職員”等

詐騙案件的數量有所上升，而這類型騙案中被騙的多為 35 歲或以下的青年

人。 

 

 2019 2020 

案件種類 35歲以下的

受害人數 

比例* 35歲以下的

受害人數 

比例* 

“假冒政府機關人員”詐騙 46 83.6%** 15 75% 

“假冒網購平台或銀行職員”詐騙 4 80% 6 100% 

“猜猜我是誰”詐騙 6 10% 1 25% 

  中獎詐騙1 0 - 0 0% 

 
* 佔有關案件種類全部被害人之比例 
** 2019年 54宗“假冒政府機關人員”案件中共有 55名受害人 

 

 

 

 

 

 

                                              
1 2019年沒有中獎詐騙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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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超過六成電話詐騙的受害人是澳門居民 

 

 2020年，有 61.3%電話詐騙的受害人是澳

門居民，所佔比例較 2019 年的 66.7%減

少了 5.4個百分點； 

 

 原居地為内地的受害人比例則從 2019 年

的 29.2%增加了 9.5個百分點至 38.7%。 

 
 

 
 

 5. 約四分之一受害人是就讀中學或大專院校的學生 

 

 2020年， 31宗電話詐騙案的受害人中有 8名是學生（25.8%），所佔

比例較 2019年的 27.5%輕微減少了 1.7個百分點。 

 

 該 8名學生中有 1人就讀中學，其餘的均為就讀大專院校的學生。當中

一半是“假冒政府機關人員”詐騙的受害人，另外一半則是“假冒網購平台
或銀行職員”詐騙的受害人。 

 

 

 2019 2020 

案件種類 學生受害人 比例* 學生受害人 比例* 

“假冒政府機關人員”詐騙 30 54.5% 4 20% 

“假冒網購平台或銀行職員”詐騙 2 40% 4 66.7% 

“猜猜我是誰”詐騙 1 1.7% 0 0% 

 
* 佔有關案件種類全部被害人之比例 

 

 

 

 

澳門

61.3%

内地

38.7%

受害人

原居地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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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電話詐騙案受害人報稱的損失金額逾千萬澳門元 

 

 2020 年，31 宗電話詐騙案的受害人中有 25 人（80.6%）蒙受損失，損失總

額折合為 10,495,693 澳門元，單一案件之最高損失金額更高達$2,753,705澳

門元。 

 

 雖然“假冒政府機關人員”案件只佔整體案件比例的 64.5%，但受害人損失

的金額卻佔電話騙案損失總額的 94.9%，而該類案件受害人的平均損失金額

（$497,879 澳門元）也遠高於“假冒網購平台或銀行職員”（$64,816 澳門

元）及“猜猜我是誰”詐騙案（$46,473澳門元）中的受害人平均損失。 

 

 

 

 

 

 

 

 

 

 

 

 

 
 

 

 

  

假冒網購平台

或銀行職員 

$278,840 

 94.9% 2.7% 

2.5% 

假冒政府機關人員 

$9,957,588 

 

猜猜我是誰 

$259,265 

損失總額 

$10,495,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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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防範電話詐騙的建議 

 

 

防範“假冒政府機關人員”詐騙的對策 
 

 本澳或內地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均不存在“電話辦案”和“電話錄

音” 的做法，也沒有所謂的“安全帳戶”，如果有人要求作出以上行
為或進行轉帳，一定是電話詐騙； 

 

 不要輕易相信來電顯示的號碼，不法份子可通過軟件任意更改來電號

碼； 
 

 當接到來歷不明的電話時，要保持警覺性，切勿向任何人透露個人資

料；騙徒往往先透過不法途徑取得事主的個人資料，再進行詐騙或其他

犯罪行為。 

 

 

 

防範“猜猜我是誰”詐騙的對策 
 

 切勿向陌生來電者透露自己、親戚或朋友姓名及其他個人資料； 
 

 保持冷靜，及時利用慣常的聯絡方法向親友求證； 
 

 嘗試說出某些與事實不符的事情，如故意說錯家人名字來試探對方身份； 
 

 無論來電者提出甚麼要求，均不要馬上答應，尤其當對方提出匯款的要

求時，更要加倍小心，並循其他途徑向相關親友求證。 

 

 

 

防範“假冒網購平台或銀行職員”詐騙的對策 
 

 收到自稱網絡購物平台顧客服務員或銀行職員的來電時，應要求對方留下聯

絡方式，並透過官方網頁上的聯絡方式，主動向網絡購物平台或銀行了解網

購過程是否存在問題； 
 

 網上購物時應選擇信譽良好的購物平台及網店，並細心閱讀相關條款及免責

聲明，以免被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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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見網絡犯罪 

 
 

 1. 裸聊勒索的案發情況 

 

裸聊勒索犯罪的作案人利用互聯網或交友平台認識受害人，並透過網絡通訊

軟件與受害人進行裸體聊天，過程中作案人暗地錄製受害人的裸聊視頻，並以公

開相關視頻要脅勒索受害人。近年不少案件中，作案人會先要求受害人下載指定

通訊軟件，透過軟件獲取受害人的通訊錄資料，藉此進行勒索。 

 

 立案情況：2020年，本局就裸聊勒索案開立了68宗專案調查，較2019年的5

宗大幅增加了63宗； 

 受害人特徵：全部68名受害人都是男性，年齡介乎14至64歲，當中9人（13.2%）

尚未成年； 

 受害人學生比例：有23名受害人是學生，佔全部受害人的33.8%； 

 損失金額：68宗案件的受害人報稱損失總額折合為489,828澳門元。 

 

 
 

 2. 網絡色情服務陷阱（“假援交”騙案）的案發情況 

 

網絡色情服務陷阱（俗稱“假援交”）犯罪的騙徒在社交媒體或網上

交友平台結識受害人，並以提供性服務為藉口，要求受害人購買點數卡2以

騙取金錢，或以公開事件為由要脅受害人。 

 

 立案情況：2020年，本局就網絡色情服務陷阱騙局開立了24宗專案調查，較

2019年的91宗大幅減少了67宗，下降了73.6%； 

 受害人特徵：24名受害人中有23名是男性（95.8%），1名是女性（4.2%），他

們的年齡介乎19至62歲； 

 受害人學生比例：有5名受害人是學生，佔全部受害人的20.8%； 

 損失金額：24宗案件的受害人報稱損失總額折合為13,823,080澳門元。 

                                              
2 “點數卡”一般是用於充值網絡遊戲或網絡應用程式(APP)，以便購買遊戲或程式內的物品（如道具、

皮膚）或線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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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網戀詐騙的案發情況 

 

網戀詐騙案的騙徒在網上社交平台自稱為海外商人、具尊貴身份或為專業人

士。騙徒主要在互聯網上物色作案目標，並發展網絡情侶關係；騙徒與受害人“交

往”期間，多數以文字信息聯繋，更常利用甜言蜜語對受害人噓寒問暖，以討好

其歡心；亦不時向受害者展示其擁有美好生活或財富的近照，讓受害人對其產生

男女感情及憧憬，甚至以夫妻相稱。當取得受害人的信任後，騙徒便開始透過以

下常見藉口誘騙受害人匯款： 

 

1) 訛稱寄送貴重禮物予受害人，其後受害人接到自稱快遞員、海關或稅局

人員通知，有關禮物需支付運費、清關費或稅款等。 

 

2) 訛稱生意出現周轉問題，或發生了意外，需要借款協助。 

 

騙徒成功騙取款項後，便與受害人斷絕聯絡，而雙方由始至終都沒有親身見

面。 

 

 立案情況：2020年，本局就網戀詐騙案開立了43宗專案調查，較2019年的52

宗減少了9宗，下降了17.3%； 

 受害人特徵：43名受害人中有5名是男性（11.6%），38名是女性（88.4%），

他們的年齡介乎15至70歲，其中1名受害人（2.3%）尚未成年； 

 受害人學生比例：有5名受害人是學生，佔全部受害人的11.6%； 

 損失金額：43宗案件的受害人報稱損失總額折合為7,118,747澳門元。 

 

 
 

 4. “殺豬盤”詐騙的案發情況 

 

“殺豬盤”詐騙案的騙徒在網上社交平台物色目標，閒談後會建立網友關係，

又或試圖發展為網絡情侶。期間，騙徒會透露有内幕消息，得知某股票或虛擬貨

幣近日必定會升，或聲稱掌握某賭博網站的漏洞，逢買必贏，從而引起受害人的

注意。受害人因一時貪念，嘗試下載使用對方指定的投資或賭博平台程式；或通

訊軟件帳號被加進投資討論群組，群組中成員會經常假稱獲利，並訛稱只要跟隨

指示落盤，就必定穩賺穩贏，受害人更深信不疑。最初，受害人投放少許金錢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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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能獲利，但當加大投資金額後，雖然平台會顯示其贏得巨額的利潤，但提款時，

扮演平台客服的騙徒便會以各種不同理由（如帳戶被凍結、或需充值為 VIP級別

等）推搪拒絕；最終，有關平台突然停止運作，受害人無法取回任何款項。 

 

 立案情況：2020年，本局就“殺豬盤”詐騙案開立了94宗專案調查，較2019

年的40宗大幅增加了54宗，增幅超過一倍； 

 受害人特徵：94名受害人中有19名是男性（20.2%），75名是女性（79.8%），

他們的年齡介乎18至69歲； 

 受害人學生比例：有4名受害人是學生，佔全部受害人的4.3%； 

 損失金額：94宗案件的受害人報稱損失總額折合為28,381,264澳門元。 

 
 

 5. 網絡購物詐騙的案發情況 

 

 立案情況：2020年，本局就網絡購物詐騙案開立了114宗專案調查，較2019

年的58宗大幅增加了56宗，上升了96.6%，當中有29宗案件涉及網上購買口

罩。 

 

 不涉及口罩的網購詐騙案 

 受害人特徵：85名受害人中有35名是男性（41.2%），50名是女性（58.8%），

他們的年齡介乎12至64歲，當中有8人（9.4%）尚未成年； 

 受害人學生比例：有23名受害人是學生，佔全部受害人的27.1%； 

 損失金額：85宗案件的受害人報稱損失總額折合為882,335澳門元。 

 

 涉及口罩的網購詐騙案 

 受害人特徵：29宗案件共涉及64名受害人，當中有14名是男性（21.9%），

50名是女性（78.1%），他們的年齡介乎21至60歲； 

 受害人學生比例：有1名受害人是學生，佔全部受害人的1.6%； 

 損失金額：29宗案件的受害人報稱損失總額折合為1,920,111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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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防範網絡詐騙的建議 

 

 當接到來歷不明的電話時，應保持警覺，切勿向任何人透露個人資料；  

 切勿輕信陌生人所聲稱的任何身份及透露的資訊，應循可靠渠道求證； 

 切勿點擊陌生人所提供的連結或下載來源不明的軟件、檔案，以防手機或電

腦被病毒入侵；  

 切勿輕信背景不明的投資或理財公司，應透過合法機構或平台進行投資交

易；  

 作出投資前，應瞭解清楚投資的內容，宜向專業人士尋求意見； 

 切勿應對方要求進行匯款或轉帳； 

 與親友分享防罪訊息，讓大眾提高警覺，警民攜手共同預防和打擊犯罪； 

 如懷疑遇到詐騙，可致電本局防詐騙查詢熱線8800 7777查詢或報案熱線993

求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