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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96 年 4 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 網路「老公」誘「老婆」下注「香港六

合彩」 女網友遭詐騙 2 萬元！

1. 現年 35 歲，住在台中的鄭小姐，在 95 年 11

月透過網路聊天室認識一名自稱林祥斌的男

子，兩人在網路上雖未見過面，卻因相談甚

歡而以「老公」、「老婆」相稱，交往 2 個月

後，「老公」突然向「老婆」透露，因在香港

六合彩公司上班，現在有極高的商業機密要

向她透露，公司為了打擊台灣的地下六合彩

組頭，現在要找尋台灣的下注人，中獎號碼

會由公司決定，只要下注就「穩賺不賠」（下

注 1 萬元三星可中彩金 570 萬），「下注愈多中

獎愈多」，怕她不相信，還從香港傳送 1 份「代

簽申請書」並告訴她這次活動名額只有 15

人，妳因認識我才有幸獲此名額，千萬要把

握此難得機會，鄭小姐半信半疑的匯了 2 萬

元下注金給林祥斌，3 天後，林男又要求匯一

筆「銀行匯款手續費」，劉小姐堅持要等領到

獎金才匯，事後與朋友討論後發覺被騙才立

刻報案。

2. 96 年 2 月警方據報後循線在彰化市、台中市

查獲此案的車手集團，落網的 8 人中，有 5

人未滿 30 歲，另 2 人未滿 20 歲他們以每領 1

萬元抽取手續費 600 元之代價，專門替詐欺

集團領取詐騙所得，作案 2 個月來以經手之

詐騙款高達百萬元。

預防之道

1. 詐騙歹徒擅長掌握人

性弱點，以「中獎」為

誘餌，利用網路平台不

斷傳送所謂「商業機

密」、「特別名額」等訊

息，經不起歹徒一再遊

說，即可能誤信謊言。

2. 網路聊天室為「虛擬

空間」，網友身分及相關

資料是否正確均難查

證，切勿輕易匯款或答

應對方留下「視訊畫面」

以免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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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海網路情碎！「痴心女」遭「網路男蟲」
詐騙恐嚇！

1. 台東縣的劉小姐在 95 年 2 月間於 skype網路
聊天室結識暱稱（李一狼）的男子，李告訴
劉小姐因自幼父母雙亡，與祖母相依為命，
長大後靠打工努力赴美國留學，隨後前往巴
西擔任執業律師，劉小姐對他的身世相當同
情，且佩服其獨立自強又事業有成，再加上
李一狼相當懂得討她歡心，又溫柔穩重，總
是在她寂寞無助時給她精神上的鼓勵支持，
雖是網路傳情但已深陷情網。在 95 年 7 月間
劉小姐在李一狼的要求下，以網路視訊畫面
做了許多曖昧動作，當時只覺得是情侶間的
一種情愛表現，並不以為意。

2. 12 月間，李一狼突然來信說，因擔任律師必
須負擔被告罰金，但負債太重很想自殺，劉
小姐不忍於是就匯了 16 萬給他週轉，其後又
多次來信以「遭警方、黑道追殺，請求借錢
逃回台灣… 」等理由向她借錢，劉小姐以上
次借錢未還為由拒絕再借，未料，就在過完
年後返家上網時赫然發現三封信件：
1.「妳還要不要 DVD？」
2.「如果妳不要，可能妳的家人有興趣看唷！」
3.「要不要我把妳的 DVD 賣給別人看？」
隨後就接到歹徒來電，要求她將美金 5000 元
以包裹方式寄到巴西聖保羅，再傳寄件憑單
過去換回 DVD。劉小姐萬萬想不到相戀一年
的男友竟向她詐騙、恐嚇，傷心的向警方報
案後，從往來的電話中發現，這是一場中國
大陸、巴西兩地串通的網路詐騙。

預防之道
1. 愛情陷阱很難提防，
網路男蟲多以「溫柔、
體貼、奮發、向上」博
取女人歡心，但網路為
虛擬空間，必須更加設
防。
2. 網路交友切記勿洩露
個人資料，以免遭歹徒
恐嚇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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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大學生網路結交「大陸損友」，借帳簿
成「人頭戶」！

1. 大陸歹徒藉網路拍賣管道，認識向其購買商品
的女大學生，利用其涉世未深，騙其向指定銀
行申請存摺，並將金融卡及密碼透過快遞送至
大陸，隨後就利用騙來的帳號，在拍賣網站販
售盜版光碟，並進行網路拍賣詐騙，使這名女
大學生淪為涉嫌「詐欺」、「違反著作權法」的
代罪羔羊。

2. 現年 24 歲，住在台南的汪姓女大學生，因向
拍賣網站的大陸賣家買影片光碟，認識了自稱
（南蘭珍）的歹徒，雙方會透過 MSN 討論或
交談，相隔一年後，歹徒來信提及，因辦理網
購轉帳，急需一個台灣的銀行帳號，請她幫
忙，她原本也覺得不妥，但歹徒一再找她聊
天，更不時打電話套交情，並向她抱怨沒有台
灣帳號真得很麻煩，同時向她保證：「只需要
金融卡和密碼，不會造成任何損失！」禁不起
歹徒的一再哀求，她依照歹徒指示向銀行辦了
一本存摺並將金融卡和密碼交出後，歹徒不但
在網路上販賣盜版光碟，還利用她的存簿帳號
作為網購詐欺工具，害她屢次接到警方的調查
通知，最可惡的是，帳號已因詐騙遭警示無法
使用，還不斷來電催她再去銀行補發金融卡，
怪她是否存心要騙取帳戶內的錢，故意掛失金
融卡不讓她提領。

3. 汪姓女大學生事後難過的表示：「現在我才懂
得什麼叫作賊的喊抓賊，真的很後悔當初怎麼
會相信她，這次得到教訓了，以後做事真的要
很小心才行。」

預防之道
1. 詐騙歹徒擅長掌握
人性弱點，以套交情、
裝可憐來博取信任，年
輕學生因涉世未深，不
懂保護個人資料，才會
成為歹徒利用的詐騙
工具。
2. 網路購物或交友必
須謹守「安全優先」原
則，若因網友不斷糾
纏，千萬不可答應對方
任何要求（留下視訊畫
面、借帳號），應立即
切斷往來，以爭取理智
與冷靜判斷空間，若因
而遭到恐嚇、騷擾，可
撥打「165」向警方請
求諮詢或協助。

～～以上資料摘錄自刑事警察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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