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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向大陸數碼科技公司買相機，請小心詐騙陷

阱！ 

15歲家住新北市的小芃於今年 8月份，在網路

上看到上海兆○數碼科技公司刊登比市價便宜很

多的卡西歐自拍神機，於是一口氣訂購了3種型號

總共 20 臺，原本想在網路上販售賺取差價，她請

網友協助匯了新臺幣（以下同）10萬元到歹徒所提

供的中國銀行深圳分行的帳戶後，就開始等待貨品

的到來。但 2個禮拜後卻接到對方簡訊告知，貨品

正卡在大陸海關處需支付押金才能放行，這時她如

夢初醒驚覺自己受騙上當而出面報案。  

另一位從事網拍生意的 26 歲臺北林小姐，也是在

網路上看到上海兆○數碼科技公司刊登的廣告而

與對方利用 QQ通訊軟體聯繫，原本她只想買 2臺，

先匯了 1萬多塊錢到中國銀行，但對方表示公司經

理要求國外訂單必須要滿 15 臺才能出貨，於是她

再匯了 7萬 8,000元，而後對方又說因為公司財務

要作帳，請她協助幫忙，事後會退款，於是又匯了

20多萬元，好不容易對方表示要出貨了，這時貨物

又卡在大陸海關，必須要拿錢辦事，林小姐再度匯

了 10 萬多元，再來是手續費用 5 萬多元，以及臺

灣海關押金 25 萬元，被害人前前後後匯了 7 種不

同名目的款項，最後貨沒有到，對方電話也沒有接

聽，才知道自己受騙上當。  

 

 

警方呼籲，網路購物因

為不確定對方身分，本

身就具有一定的風險，

因此於具有審核機制的

購物網站平臺購物會較

有保障，而低於市價更

是假賣家吸引被害人的

常見手段，切勿貪圖便

宜反而損失慘重，有任

何與詐騙相關的問題，

歡迎利用 165 反詐騙諮

詢專線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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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天團跨年演唱會，再現網購門票假賣家! 

住在新北市的謝先生於 12 月 1 日晚間，在網

拍平臺上看到有販售五月天門票，並留下 LINE 的

聯絡方式，謝先生於是與對方聯絡，雙方談妥後，

謝先生立即匯款及完成確認，但隔(2)日卻於網路

上看到同組門票在網拍，因此立即報警。另名住在

高雄的黃同學同樣也是在網路看到門票販售，並以

Line 與對方連繫，雙方談妥 8000 元購票，賣方要

黃同學至超商「條碼繳費」，黃同學繳費後依然沒

收到門票，方知受騙。  

 

 

 

 

 

 

 

 

 

 

 

 

 

 

 

警方呼籲，話題性商品

常遭假賣家利用行騙，

尤其偶像歌手或團體演

唱會的門票更經常成為

詐騙工具，歌迷於網路

上購買此類型商品務必

提高警覺，並儘量面交

取貨，可提高保障。有

任何與詐騙相關之問

題，歡迎撥打 165 反詐

騙諮詢專線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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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LINE帳號遭盜用進行小額付費詐騙頻傳，切

勿代收簡訊！ 

新北市28歲的何小姐於11月初晚間收到來自

朋友的 LINE 訊息，表示因上網購物需要幫忙提供

電話號碼及身分證字號，並且回傳認證碼，而後何

小姐又收到交易確認的簡訊，才驚覺自己受騙上

當。何小姐雖然於過程中向對方質疑是否會扣款，

但歹徒謊稱費用已經由自己的信用卡扣除了，事後

還詢問何小姐是否還有其他手機，意圖騙取更多認

證碼，整個過程短短 20 分鐘即得手新臺幣（以下

同）1,000元整。   

 

 

 

 

 

 

 

 

 

警方呼籲，歹徒常利用

小額付費機制進行詐

騙，甚至先開通被害人

小額付費服務後再行騙

代收認證簡訊，因此建

議民眾如無使用小額付

費功能之需求，可向電

信公司要求關閉，並且

切勿代收簡訊，如收到

可疑訊息應以電話向本

人聯繫確認，亦歡迎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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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