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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天天有人被騙！電視購物驚傳個資外洩疑宅

配業者搞鬼？ 

高雄市的廖小姐（70年次，百貨業）今年7月

中在電視購物頻道購買一套機能型內衣，採貨到付

款方式順利完成交易，沒想到過沒幾天就接到詐騙

集團冒充這家購物頻道來電表示，公司把簽收單貼

錯了，導致會多購買其他商品，他們會將取消購買

商品的文件傳真給銀行。隔 5分鐘，另一名自稱銀

行專員的人來電，說取消手續正在辦理中，要廖小

姐將戶頭的錢全部領出，存入其指定的銀行帳戶來

確定沒有被扣款。廖小姐不疑有他，前後兩次共匯

了 120萬元給對方，直到最後一次對方食髓知味，

竟要求廖小姐領 100萬元到指定地點交給「銀行專

員」，廖小姐起疑報警，員警陪同前往，當場逮捕

兩名年輕車手。 

刑事警察局統計今年 7月 21日至 8月 9日（共 20

日），接獲全國通報電視購物個資外洩詐財案件就

有 33 件，等於每天都有人被騙，而且被害人清一

色幾乎全部都是女性。之前這類案件一個月不到 5

件，如今卻突然增加，且其中有 31 件都集中在某

老字號的知名購物台，引起警方重視，但被點名的

某知名購物台也喊冤報案。經調查發現，該購物台

合作的兩家宅配業者，只有由其中一家配送貨品的

交易資料外洩，懷疑交易資料就是從這家宅配業者

流出去的，正循線追查。 

 

 

 

刑事警察局呼籲，網路

交易資料容易從各種管

道外洩，詐騙集團掌握

這些資料後，假冒購物

和銀行業者打電話詐財

案件頻傳，民眾千萬不

要聽信陌生來電指示匯

款、操作自動提款機或

購買遊戲點數，更不要

隨便將現金交給自稱銀

行專員、檢察官、書記

官的陌生人，牢記 1 聽

2 掛 3 查證的步驟，有

任何疑問也歡迎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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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住一晚 26萬元！？正妹網路訂房遭詐怒報

警！ 

羅姓被害人（79年次）在私人企業擔任行政工

作，6月中旬被公司派遣北上出差，她在○○旅店

集團的網頁，看到位在臺北市精華地段的某旅店，

交通方便、裝潢設計很有現代風格，乃立即訂房並

付款 2600元。出差過程一切順利，但回來後卻接

到詐騙集團假冒這家旅店人員的電話，以誤設為分

期付款為由要求她操作自動提款機「解除分期付款

設定」，再假冒銀行人員以帳戶個資外洩為由，要

她購買遊戲點數「回填」這筆交易金額。羅女信以

為真依示照辦，結果不但轉帳出 2萬元，又將存款

全部領出來購買遊戲點數並告知對方序號密碼，前

前後後總共被騙走 26萬元，剛好是她住房金額的

100倍！直到發現錢根本沒有「回填」到戶頭，才

知道自己遇上了詐騙集團。另外還有許多其他訂房

被騙案件，詐騙集團藉口被害人不小心訂了 12間

房，必須操作自動提款機更改訂房設定，詐騙得逞。 

刑事局統計 165接獲通報此類案件，今年7月 1日

至20日期間消費者被騙案件數最多的前10個購物

網站，第 1名露○網站 251件，長期遙遙領先其他

各網站；第 2名Queen○○網站 37件，第 3名亞○

勁線上購物 29件，其餘分別為HI○○本舖、雅○、

JOYCE-○○、○○旅店集團、奇○拍賣、Ma○way、

潮○部落格。其中許多進入排名的網站都在網頁上

張貼小心詐騙的公告，但某些網站業者卻始終消極

以對，任由詐騙集團把自家網站的交易資料當成詐

騙資料庫，致被害案件居高不下。 

刑事警察局表示，部分

購物網站因防護措施不

足又不思改善，屢遭駭

客入侵竊取交易資料詐

騙消費者，將自己的消

費者暴露於危險之中。

刑事局除呼籲購物網站

業者應立即加強防護措

施外，也提醒消費者，

遇到此種情形可向購物

網站提告求償，並慎選

有良好防護機制的購物

網站或賣家，保障自己

的交易安全。有任何疑

問歡迎撥打反詐騙諮詢

專線 165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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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歹徒拿影印 ibon門票行騙，請歌迷小心！ 

臺北的章同學(85年次)是 TEEN TOP的歌迷，她在

2014 世界巡迴演唱的臉書網站上，看到網友 Hong 留

言：「有多的票，如需要請私訊。」章小姐於是與其連

絡並約定在捷運站面交。當天與她碰面的女網友綁馬

尾、戴口罩、身高 160公分左右，2人一手交錢、一手

交貨後便分道揚鑣，被害人過了一分鐘發現拿到的門票

紙質有異，而且另一面是空白的，她趕緊到便利商店詢

問，才確定歹徒所交付的是彩色影印的假門票，損失金

額為新臺幣(以下同)5,500元整。 

另一位賴同學(82年次)在舉辦「快樂韓樂演唱會」的經

紀公司臉書官網上，看到網友連○發言，急售紅 2B 區

價值 4,800元的門票。兩人相約於西門町捷運站碰面，

對方特徵同樣是綁馬尾、戴口罩，她交付先前所約定的

4,300元後，就各自離開。賴同學持該門票到星巴克購

買優惠咖啡時，經店員提醒才知道係偽造門票，但因先

前均透過臉書訊息連絡，對方來電又未顯號，完全連絡

不上，只好趕緊出面向警方報案。 

2 位被害人所拿到的假門票，均係拿 ibon 門票彩色列

印，紙質不同而且只有單面，應相當好辨認，但因捷運

站人潮川流不息，歹徒取得貨款後立即離開，被害人發

現異狀時已不見對方蹤影，另外出面交貨的歹徒特徵相

近，不排除為同一人所為。警方呼籲，向網友購買門票

時，除了以面交為原則外，可與網友約在官方售票單位

碰面，現場驗票以保障交易安全。 

刑事警察局表示，據統計

103年 5至 7月間，假門

票賣家最常利用的，有蘇

打綠、金賢重、李敏鎬、

EXO、蘇志燮等藝人的演唱

會或見面會門票，請歌迷

朋友們務必提高警覺，不

要逕自匯款，面交時也應

慎防假門票。有任何與詐

騙相關的問題，歡迎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查

證。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