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常見詐騙案例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96年 6 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求職遭歹徒「誆刷卡買金鍊」，新竹女被

騙 5萬元！  

1.46 歲的范小姐是二度就業婦女，在 5月 28 日

看到報紙求職欄刊登「鴻全企業公司-應徵會

計」，她打電話向蔡小姐詢問細節，並與她在

住家附近的便利商店面談。蔡小姐說他們是專

業貸款公司，每月薪資外勤約 3萬 5至 4 萬

元，內勤是 2萬 5000 元。因工作地點在住家

附近，可以先試跑外務收貸款的工作，每天固

定收 3個帳務，如果不習慣再做內勤會計。 

2.第二天她與公司的「許董」相約在北二高芎林

交流道附近的超商。「許董」要她見習了解收

帳工作，她在車上看「許董」下車約 10 分鐘

回來後，向她出示一張剛收到的 15 萬元支

票，並教她收帳時不要停在債務人家門口，以

免引起家庭糾紛。途中「許董」還以「同鄉」

為由，與她攀交情、看手相算命。范小姐對這

位非常禮貌、客氣的「許董」卸下心防，接著

她回家等待下午的收帳實習。 

3.下午 1點，范小姐接到「許董」電話，要她提

供一本沒有存款的帳簿給他，因為下午收的一

筆 20 萬會匯進該帳簿。隨後就接到許董的電

話，要她自行前往竹北「金其華銀樓」刷卡購

買 15 萬元金項鍊。因為這家店是許董開的，

不知該店金飾有無到達標準，要她買來後交給

他測試金飾純度。范小姐沒有 15 萬元就以 5

萬元刷卡買了兩條金項鍊。她心想要與許董碰

面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可是許董此時

來電要她開車前往龍潭交流道附近，並將金飾

交給他公司的員工。 

4.她正在猶豫不定時，車窗已有人接近，並向她

要金飾，並說妳開車進前面巷內 59 號找許

董，她將金飾交給這名高大的黑衣男。隨後開

進巷內卻找不到 59 號，再聯絡時電話已進語

音信箱才發現被騙了。 

 

本案警方已展開偵查，

藉此案例提醒求職者，

務必於小心查證公司基

本資料，並了解公司營

運情況，工作性質。在

未正式就職前，拒絕交

付保證金、存摺、個人

資料，拒絕刷卡買金飾

或產品，以免受騙上當

求償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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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二）請小心「假雅虎網站主管」要你去操作自

動提款機！ 

1.高雄市的吳先生日前透過拍賣網站購買一件

外套 690 元，在他完成交易，也順利收到衣服

後，竟然接到自稱是「雅虎拍賣網站主管」的

來電，要他帶著提款卡去自動提款機前辦理

「解除設定」，未料他存款內的 3萬元在操作

後就不翼而飛，想向對方質問電話卻已停用，

才知道是被騙了。  

2.吳先生在網路購物時，是以電子郵件方式與賣

家聯絡交易帳號及轉帳細節，他之所以會相信

歹徒，是因這位自稱「雅虎拍賣網站客服部」

小姐來電，向他核對上次買衣服的金額及時

間，因為完全正確，他才相信對方。客服小姐

說：「因為上次買衣服轉帳時，因為按錯按鍵，

造成系統設定錯誤，如不解除設定，將按月從

帳戶內自動轉帳扣除 690 元」，於是他依照對

方要求，到住家附近的自動提款機前等候，不

久電話響起，換成一位自稱是「雅虎網站主管」

的男子，要他將金融卡插入自動提款機，並選

擇「英文操作模式」，想不到一陣混亂的按鍵

設定後，他發現帳戶內短少了 3 萬元，可惡的

歹徒竟還要他再拿另一張金融卡再設定一次

才能解除設定，還好他先向朋友詢問才知道是

被騙了。  

 

1. 根據警方 165資料統

計 5月份的網路詐騙

案件共計 635 件，總

損 失金額約 1700

萬，約九成都是「網

購轉帳操作錯誤詐

騙」，這與過去的網

路購物，單純遭賣家

詐騙的型態不同，推

測詐騙手法可能是

被騙者所使用的電

腦已遭植入木馬，在

不知不覺情況下，個

人交易資料全被盜

錄。以致歹徒得以掌

握詳細的電話號碼

及交易內容。 

2. 警方呼籲，自動提款

機不會因操作錯誤

而「自動轉帳」，若

接到可疑電話，請立

即向所屬金融卡銀

行查詢確認，不要依

照不明來電指示操

作自動提款機，或撥

165 進行查證，以免

被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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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全國電子」騙走新竹市劉太太 1170 萬

1. 新竹市現年 62 歲劉太太在今（96）年 1 月接

到「全國電子」-「年終折稅抽獎」的中獎電

話，對方說她獲得美國旅遊機票 4張，折合台

幣 90 萬元。但是若她沒有旅遊美國的打算，

公司可以幫她將這筆獎金轉投資房地產，劉太

太接受了這個提議。 

2. 2 天後，她又接到香港來電，說是轉投資獲利

高達 3650 萬，要她儘快辦理領獎手續，劉太

太被飛來喜訊沖昏了頭，陸續應對方要求付了

「律師費」、「保證金」等。她與歹徒聯繫長達

5個月，期間還曾接到銀行通知她「匯款的帳

戶已經警示了」，並提醒她不要再與歹徒聯

絡。可是當她質問歹徒是否在騙她時？歹徒居

然發下毒誓說：「若有心騙妳，不得好死！」，

進而發動感情攻勢，認她為乾媽，知道她很喜

歡小孩，還說下次一定要全家來台灣看乾媽。

心軟的劉太竟又相信謊言，陸續將賣房屋的

錢、人壽保險單解約、股票賣出，總共匯款

22 筆，被騙高達 1170 多萬元。直到 5月間，

一位股票業務員來家中與她談及此事，才徹底

清醒，接受了被騙的事實。  

3. 經報案後，透過警方查證她曾在 96年 1 月 22

日及 23 日兩次匯款，因帳戶已警示，目前共

150 萬還凍結在帳戶內。劉太太記得當時有 2

家銀行（土銀、台灣中小企銀）通知她去報案

以領回凍結款，她竟不相信，就像是被催眠似

的，只要歹徒電話一來講幾句好話，她就會去

匯款。早知道 1月間去報案，也就不會與歹徒

周旋了 5 個月，現在家產幾乎都被騙光了，實

在是悔不當初。而當時曾勸告並通知她要報案

的行員，在得知她不但未報案且繼續執迷不悟

的匯款時，都直呼「難以置信」！  

預防之道 ： 

詐騙歹徒擅長掌握人

性弱點，以「中獎」及

「轉投資獲利」為誘

餌，為了領回投資獲

利，必須繳交「保證

金」、「帳戶管理費」、

「律師費」、「國際匯

費」等不合理要求。警

方呼籲遇有上述不合

理情形，請撥打「165」

查詢有無相關被騙或

檢舉情形，以避免被

騙。 

～～以上資料摘錄自刑事警察局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