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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 玩 facebook遊戲，省小錢買遊戲幣？小心上當

成冤大頭！ 

彭姓網友向玩家「康康」購買目前熱門的 facebook

德州撲克遊戲中文版（每月經常使用人數高達三百多

萬人）遊戲幣，最後才知道原來是「康康」的帳號被

駭客冒用，而「康康」自己原有的六百多萬遊戲幣，

也被駭客全數轉走。 

雲林的沈姓網友向幣商（即專賣遊戲幣之網友）

購買遊戲幣後，卻於隔日接獲遊戲公司通知，該遊戲

幣因來源不明遭到凍結而無法使用，而所謂來源不

明，係遊戲公司接獲網友反應遊戲幣遭盜，為避免歹

徒轉賣而循線追查凍結，讓收購的網友無法使用。  

   

 

 

 

 

 

 

 

 

 

 

 

 

警方呼籲免費軟體

下載是資訊安全一

大漏洞，應儘量避免

使用以防駭客入

侵，另密碼應隨時變

更，以防身分被盜，

成為歹徒詐財之工

具。如有任何疑問，

最好立即撥打165反

詐騙專線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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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購「懶人毯」超夯 避免詐騙請選「安心賣

家」！  

王同學（25歲、女大學生）因天氣漸寒，邀集了

許多同學集資，準備購買最近網路拍賣流行，採用雙

手可伸出的袖套設計，可以當成大衣穿在身上，方便

居家活動使用的「保暖懶人毯」。 

王同學在選擇賣家時，還特別注意賣家過往評價

（雖非安心賣家，但有 200多筆的正評，零負評），且

交易過程均與一般網拍經驗相同，皆於「問與答」中

互留訊息，賣家並無特別催促或主動來電聯繫，卻於

匯款 4,960 元後，遲遲未收到商品，後來接到雅虎客

服人員電話告知，賣家因帳號密碼被歹徒竊取，已被

停權，始知受騙。 

 

 

 

 

 

 

 

 

 

 

 

 

警方呼籲網拍購物

應儘量選擇有「安心

賣家」認證機制之賣

家（此機制除對賣家

進行身分認證外，對

於賣家之帳號密碼

亦有防盜保護功

能），不私下交易，

並採「貨到付款」方

式或利用「輕鬆付」

的網路金流服務，才

能獲得較多保障，如

有任何疑問，最好立

即撥打165反詐騙專

線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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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商匯兌人民幣真詐財，請小心上當！ 

臺中華小姐正準備赴大陸工作，上網搜尋發現一

位自稱台商的網友，可以用較優惠的匯率兌換人民

幣，但僅留下 MSN 帳號，還虛情假意提醒「現在詐騙

比較多」。 

華小姐與該網友連繫後，先匯款新臺幣 178,620

元至該網友所提供之人頭帳戶，而同日該網友亦回傳 1

網頁，顯示已匯款人民幣 39,000元至華小姐的大陸帳

戶，但華小姐當晚及隔日查詢，均查無款項匯入，始

知遭到詐騙。 

 

 

 

 

     

 

 

 

 

 

 

 

 

 

警方呼籲網路世界

真假難辨，應避免與

網友金錢交易，若有

匯款需求，宜循求合

法且可查證的正當

管道，才能確保匯款

安全。如有任何疑

問，最好立即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查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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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假應徵真詐財 

洪小姐因急於找工作，看到○○日報分類廣告有

應徵助理人員的工作，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打電話

應徵，面試時，吳姓負責人只說要幫忙送鑽石，待遇

30,000元到 45,000元不等，但因為運送的東西過於昂

貴，要先行自付 29,000 元，面交後就會當面給面值

46,000元之支票，並返還所代墊之金額。 

之後吳姓負責人卻說，支票內的金額除了扣除代

墊與成本外，給的酬勞過多，要求洪小姐還必須返還

10,000元，之後洪女去銀行兌換支票後，才知道支票

是俗稱的芭樂票，始發覺受騙。 

 

 

  

 

 

 

 

 

 

 

      

警方呼籲求職者於

應徵工作時，應先

「停、看、聽、問」，

切莫隨意交付證件

及銀行帳戶，以免淪

為人頭帳戶，有任何

疑問可立即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查證。 

 

~~本案例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65反詐騙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