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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救了！手機系統升級終結「小額付款」電信詐

騙！ 

新北市一名陳姓計程車司機（男，50年次）今年五

月底接到手機簡訊「您的民事賠償訴訟通知單［台北地

院］http://goo.gl/sqUudW」，看了大吃一驚，還以為

自己什麼時候被乘客「誣告」還要賠錢，連忙點開後面

所附的連結網址，卻進入一個空白網頁，讓他一頭霧

水。直到6月中收到電話費帳單，發現無故多了一筆小

額付款購買遊戲點數 1000 元的交易，才明白自己被騙

了，想到 1000 元還要辛苦開好幾趟車才賺得回來，氣

得大罵詐騙集團「真夭壽」。 

刑事警察局表示，電信詐騙的話術層出不窮，近期出現

假冒公署，以手機簡訊、LINE、微信（WeChat）傳送「［新

北市政府警察局］您涉嫌的案件結果處理通知單

http://goo.gl/sqUudW」、「您的汽機車有交通罰單未

繳，查一查自己有無莫名其妙被照相或罰款的紀錄，查

詢下載 http://goo.gl/eqhxtD」等附有惡意連結的訊

息，由於檢警等公署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涉案」或「罰

單」又和民眾息息相關，聽起來十分嚴重，令人在第一

時間太過吃驚而未及分辨是否是詐騙就點開連結查

看。更可怕的是，過去許多民眾點開連結時，手機系統

會自動跳出「是否確定要下載此程式？」的提醒訊息，

讓民眾心生警惕而及時打住，新一波的詐騙簡訊竟然直

接在簡訊裡寫出「下載」，讓民眾誤以為真的要下載才

能查看照相紀錄，一時不查下載了惡意程式，接踵而來

的是莫名其妙完成小額付款交易，或手機遭到控制而濫

發簡訊導致帳單暴增，甚至被誤認為是歹徒，引發糾紛。

 

刑事警察局提醒民眾，無

論是法院、檢警或其他公

家單位，都不會用手機簡

訊、LINE、微信來通知事

情，司法文書更有正式的

送達程序，如掛號郵寄或

法院派員親送，因此不要

點選任何手機訊息傳來的

連結才是自保的不二法

門，如有點擊，可能已下

載惡意程式，請趕緊還原

手機原廠設定以移除惡意

程式。另外手機作業系統

防護強度不一，Android

的用戶請更新到4.2版以

上，其餘手機如IOS等也

應即時更新，現階段即可

有效增強防護，阻擋詐騙

集團竊取手機控制權進行

小額付款交易；如更新速

度過慢可使用 wifi 下載

更新檔。如有任何疑問，

歡迎撥打165反詐騙諮詢

專線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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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山寨運彩網！男瘋世足上網簽賭遭詐近10萬！

台北市的曾男（76年次）報案時表示，他無意間看

到「大贏家國際足球資訊公司」網頁，五顏六色的頁面

寫滿了「一起來發財」、「人生就是在賭」、「要贏錢」等

等挑動賭博神經的字句，除宣稱握有足球賽「內幕協議

假球」資訊，神準無比，還挑明「波膽（粵語，賭球術

語，指球賽預測比分）協議如有出錯，無條件賠償損失

金10萬元」等，讓戒賭好久的他一時忍不住手癢，用

網頁上提供的QQ在線客服與對方聯繫。對方先要求他

匯款1588元人民幣來獲取初步訊息，接著又要8000元

人民幣「申請會員」才能登入網站，後來又要9300元

人民幣的「諮詢費」，前前後後付了人民幣18888元（新

臺幣近10萬元）卻連怎麼下注都沒說，等世足都打到

前四強了，才驚覺自己受騙。諷刺的是，這個簽賭網站

上還寫著大大的「望你早日戒賭」的標語，令人啼笑皆

非。 

此外，台中市的吳姓男子（75年次）則是在交友網站上

認識一名自稱來自香港的雅文，她說自己在某國際博彩

公司上班，有許多內線消息，但礙於員工身分不方便接

觸投注站，於是慫恿吳男到「金鑽運動網」上開戶，還

說只要匯20萬元進去，操作一個月就可賺新臺幣500

萬元，之後她會飛來臺灣創業，讓吳男心存幻想，立即

匯款10萬元給對方。看著運動網站顯示帳戶裡的金額

迅速增加，感覺美好的未來越來越近，才過了10天，

竟然已經暴增到144萬元，此時雅文再度慫恿吳男再增

資280萬元，「一週就可賺2800元」，「太好賺了吧！」

吳男感覺事有蹊蹺，試探性詢問是否可將錢領出來，果

遭對方以「尚未結帳」為由拒絕，吳男乃上165網站查

詢，驚見一模一樣的詐騙案例，確認自己受騙報案。 

刑事警察局表示，運動賭

博網站滿坑滿谷，但其實

除臺灣運彩外，其餘網路

賭博都屬非法，且沉迷賭

博動輒傾家蕩產，若遇上

詐騙的山寨運彩網站，更

是連錢的影子都沒看到，

白白將血汗錢送給陌生

人，惟有遠離賭博、拒絕

詐騙才是真正的致富之

道，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

反詐騙諮詢專線165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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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免錢的最貴！視訊網愛被側錄男遭詐破財險離婚！ 

家住桃園的趙姓男子（68 年次，投顧業），4 月中旬晚

間在家中使用臉書私訊與認識 3 週的女子 Chistine 聊天，

聊著聊著話題尺度越來越大膽，趙男禁不起Christine再三

言語挑逗心癢難搔，到後來竟相約另外用視訊軟體「開房

間」，兩人在螢幕前「坦誠相見」並隔空雲雨，沒想到結束

後，Christine 表示已經將剛剛的過程全部側錄下來，獅子

大開口要趙男付美金5000元（約合新臺幣15萬元）才會刪

除影片，否則將在網路上公佈甚至賣給A片商云云。趙男想

到自己私密的影像若被公開，難堪事小，萬一被老婆發現恐

怕婚姻不保，連忙答應，經討價還價雙方以美金1500元（約

新臺幣 4 萬 5000 元）成交，隔日分兩筆將款項匯至對方的

西聯匯款帳戶，結果對方又嫌太少要脅加碼，趙男才驚覺受

騙報警。 

同樣住在桃園的孫姓男子（75 年次，待業中），6 月中旬在

家使用網路 UT 聊天室交友，一名自稱「珊珊」的女子主動

搭訕，邀約孫男另外開啟skype視訊聊天，她可以表演「秀

舞」給他觀賞，不過前提是要先匯款。孫男好奇心起，使用

網路ATM匯了860元到「珊珊」提供的帳戶，結果錢一匯過

去，對方就立即斷訊失聯。 

刑事警察局表示，虛擬世界

處處暗藏危機，無論使用電

腦或手機視訊都是敵暗我

明，因此建議儘量避免與陌

生人視訊通話，也絕對不要

在視訊中透露任何個資，或

依對方指示匯款、購買遊戲

點數甚至做出私密舉動，以

免遭對方側錄或蒐集資料，

畢竟防人之心不可無，一時

好奇很可能帶來無窮的後

患。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撥

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查

詢。 

 

 

 

資料來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