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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99999999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一一一、、、、假檢警詐騙換新招假檢警詐騙換新招假檢警詐騙換新招假檢警詐騙換新招    －－－－不要被害人拿現金不要被害人拿現金不要被害人拿現金不要被害人拿現金，，，，

只監管存摺印鑑一樣騙錢只監管存摺印鑑一樣騙錢只監管存摺印鑑一樣騙錢只監管存摺印鑑一樣騙錢！！！！ 

假檢警詐騙案件犯罪手法換新招！有別於一般代為監管

資金手法，提供人頭帳戶要求被害人匯款或提領現金面

交以行詐騙，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發現最新犯罪手法，

係由假冒檢警之歹徒，要求被害人先將存款集中於原有

之某 2 個帳戶，再交付擁有大筆存款之存簿、印鑑、金

融卡及密碼等物，以供監管資金。後遭歹徒以提款卡、

臨櫃及約定轉帳轉出等方式提領一空，損失慘重。  

本案例被害人接獲歹徒假借「社會局」人員來電，佯稱

其遭人冒名申請清寒證明，假意詢問是否遺失證件云

云，並留下社會局電話，供其查證並表示可協助報警，

被害人查詢 104 查號臺確認該社會局電話無誤，卻未再

去電社會局查詢有無其事。隨即又接獲歹徒假冒警察分

局小隊長名義再度來電，告知其資料外洩情事，並提供

其地檢署電話，要求被害人去電查詢確認，被害人再度

查詢 104 查號臺確認該電話為地檢署號碼無誤，但亦未

再去電該地檢署查詢。最後歹徒假冒地檢署檢察官名義

來電，謊稱被害人已涉及洗錢案件，要求其將名下各家

銀行存款集中轉存至 2 個銀行帳戶中，並以監管帳戶為

由（不取現金），誘騙其將該 2 帳戶之存摺、印鑑章、金

融卡及金融卡密碼交由檢察官監管，被害人信以為真，

遂與歹徒約定面交存摺等物。之後歹徒提供○○銀行帳

戶予被害人，要求被害人與自身之 2 家銀行帳戶設定約

定轉帳功能，造成被害人 2 帳戶內存款，遭歹徒以提款

卡提領、臨櫃提領及約定轉帳轉出等方式，於 40 天內領

款 129 次，損失金額合計 1,200 餘萬元。  

 

 

 

 

再次提醒民眾，檢警單位偵

辦案件絕對不會要求監管

帳戶或資金，基於監管理由

要求提匯款或交付存簿、印

鑑、金融卡及密碼等，皆係

詐騙，請勿聽信作為，以防

被騙。有任何可疑狀況，務

請先撥 165 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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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歹徒利用歹徒利用歹徒利用歹徒利用「「「「小額付費小額付費小額付費小額付費」」」」機制詐騙機制詐騙機制詐騙機制詐騙    網路遊戲網路遊戲網路遊戲網路遊戲

玩家請小心玩家請小心玩家請小心玩家請小心！！！！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近期發現歹徒以即時通加入線

上遊戲誆稱朋友，或以遊戲同好招攬被害民眾，以免費

提供虛擬貨幣、外掛升級增加點數、不用付月費、以較

低之價格買到遊戲點數等理由，誘騙民眾提供手機門

號、身分證字號及小額付費認證密碼，進行「手機認證

小額付費」的操作。被害人因誤信歹徒為友人，或不知

手機（電話）有小額付費功能，聽信操作，隨後收到簡

訊或帳單始發現受騙上當。  

此類案件於 165 反詐騙專線及各縣市報案檢舉案件紀錄

中屢見不鮮，被害民眾男女皆有，但皆以網路遊戲玩家

為主要詐騙對象。其中一起案例是被害人在家中上網玩

網路遊戲唯舞獨尊，歹徒假冒被害人的朋友，謊稱可幫

被害人購買遊戲裝備，被害人誤信提供手機門號、身分

證字號及小額付費認證密碼，隨後收到簡訊帳單通知，

發現被使用 3筆小額付費各 1千元，始知受騙報案。  

所謂「小額付費」，顧名思義就是每次消費的金額多在新

台幣 1,000 元以下的消費額度，例如線上遊戲公司遊戲

點數，金額從 50、150到 300 元不等。目前網路遊戲公

司、購物網站透過與電信業者或固網合作，利用消費者

附掛的電信門號進行列帳，用戶可憑電信門號購買商品

或服務，由電信業者代付款項，當月再列入電信帳單中

向用戶收費。  

 

 

 

 

 

 

 

 

 

 

提醒民眾注意個資保密，尤

其是網路遊戲玩家，切勿因

貪小便宜、輕信網友，而隨

意提供手機門號、身分證字

號或小額付費認證密碼，以

免遭歹徒利用「小額付費」

機制詐騙，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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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海外網友投資良機海外網友投資良機海外網友投資良機海外網友投資良機====詐騙陷阱詐騙陷阱詐騙陷阱詐騙陷阱    

Skype 搜尋網友簡便，竟成了歹徒搜尋跨海被害人的途徑

之一!  

陳小姐某日在 skype上收到隨機簡訊，對方以自己是香

港人，想認識臺灣的女生為由，向陳小姐攀談，雙方每

天透過 skype、MSN等方式閒聊，甚至曾電話交談。該香

港網友提供自己的姓名、連絡電話以取得信任，並在聊

天過程中透露自己任職於香港馬會獎券有限公司。一個

多月後，香港網友告訴被害人一個投資的大好機會，表

示該公司為打擊臺灣六合彩地下組頭，將以內線運作方

式控制六合彩號碼，所以必定中獎，並說明他身為公司

的高階主管，因此掌握限定的投資名額。該名網友循序

漸進，先邀請陳小姐投資 5 萬元後，再告訴陳小姐渠須

於香港開立 2 個銀行帳戶，才能將獲利金額匯回臺灣、

或必須繳納稅金等理由，陸續要求陳小姐透過西聯匯款

匯出金額 4 次共約 60 萬元，最後經身旁好友提醒，陳小

姐向網友表示自己有遭詐騙的疑慮，網友故作惱羞成

怒，憤而封鎖陳小姐 skype、MSN帳號，拒絕連絡，陳小

姐始發現自己上當受騙。  

歹徒耐心以時間換取信任，利用陳小姐對香港賭博業不

熟悉之弱點，以及西聯匯款收取海外匯款的便捷性。西

聯匯款操作流程簡便，歹徒無須利用人頭帳戶，只要提

供被害人一個有身份證件的姓名及所在國家，就能要求

被害人進行匯款，而被害人再將當筆匯款識別密碼告知

歹徒，歹徒就能到所在國的西聯匯款據點，出示身分證

件、密碼後提取匯款。  

 

    

警方呼籲民眾，對於無法查

證身分之網友，即使有姓

名、電話等個人資料，仍難

保證其正確性。對方若開始

以投資等任何名目要求匯

款，則必屬詐騙，均應多加

提防、審慎查證，以防受害!

若發現任何可疑狀況，請先

撥打 165 專線查證、舉發，

也可防止他人受騙。  

 

 

～以上資料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網站～   

＜http://www.cib.gov.tw/index.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