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國警方促關注孩童使用社交媒體 
駐馬來西亞代表處教育組 

社交媒體已經成為了性犯罪者「狩獵」的工具，而孩童
使用智慧手機讓歹徒更容易下手。 

馬來西亞全國警察總部武吉安曼性犯罪案、虐童及家暴

調查組主任王青蘭助理總監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就透露，家長
輕易讓孩子使用智慧手機，是導致越來越多「約會強暴」、
霸凌以及其他涉及兒童受害者罪案發生之主因。 

馬來西亞警方在 2016 年發布的一項調查指出，在 2016
年首 5 合約所接獲的 63 起性侵案投報中，高達 75%的受害
者（47 人）是透過網路即時通訊軟體認識。而根據警方研究

顯示，其中最容易受到性誘惑的年齡是 13 歲至 15 歲的孩
童，這個年齡層的孩童剛進入中學，急著想要脫離父母的監
管，性情易變，渴望友誼且對異性也充滿好奇。 

王青蘭表示，一些智慧手機即時通訊軟體可謂暗藏危
機，色情行業及不法集團通過這些軟體尋找顧客和獵物，「仙
人跳」、性侵等犯罪案層出不窮，加上一些民眾貪圖方便快

捷，通過此管道獵艷，進而衍生更多的社會問題。 
根據馬國東方日報報道，該報記者針對這個課題進行了

一項社會實驗，記者在某即時通訊軟體上以一名 15 歲少女

的身份創建新賬號，並以 2 小時為期限，啟動該軟件「附近
的人」功能，結果短時間內就接獲近 200 人主動線上攀談及
發出加入好友的申請，當中包括華裔、馬來裔、印度裔及外

勞。 
記者發現，部分用戶在發出加入好友後，使用的一貫伎

倆是先套問對方的年齡、就讀學校、是否單身及愛好作為開

場白，再循序漸進切入更私隱的話題，如「你曾有過性愛經
驗嗎？」、「你介意裸體視頻嗎？」、「你還是處女嗎？」等問
題，之後引誘對方見面。 

一些用戶則是單刀直入，說出不堪入目的色情對話，或
直接邀請發生性關係。有些用戶在被告知未成年後，馬上停
止對話，年長的用戶甚至還會提醒記者不要隨便通過通訊軟

體認識陌生人，然而也有部分用戶得知後依舊興致勃勃繼續



 

 

話題。 
對此，王青蘭也舉出警方曾接到的來自一名母親的投

報，這名有上班的母親為了方便與 8 歲女兒溝通，而主動提

供女兒一臺手機，並為手機安裝通訊軟件。未料到其 8 歲女
兒通過該軟件「搖一搖」功能，竟然認識了 30 多名成年朋
友。 

該名母親查看通訊記錄後竟然發現有 4 名成年男子頻密
和女兒聯繫，其中三名註冊外國國籍，分別是一名澳洲人、
一名美國人一名阿拉伯人。而其女兒長期接受者 4 人所發出

的色情短訊、圖片和視頻，情況嚴重。 
為此，王青蘭強調，家長不應該貪圖方便或為求寧靜，

應該清楚瞭解孩童使用手機的用意和使用的功能，以及確定

孩子心智成熟。 
她建議家長可採取的措施如下:禁止讓 18 歲以下的孩子

擁有手機，同時限定孩子只能使用在客廳使用電腦或筆電， 
若不得已需讓孩子使用手機，則必須提出條件，包括家長隨
時可檢查孩子的手機或在手機上安裝家長監控應用程序，並
向孩子說明這麼做的理由。 
 

資料來源：東方日報 2017 年 7 月 17 日「搖搖結識陌生人 社交陷阱處處獵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