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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103 年 01 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 年節玩線上遊戲請小心詐騙！ 

過年玩線上遊戲，小心詐騙歹徒騙走壓歲錢！

根據統計 102年年節期間（2月 9日至 17日），全

國發生之詐騙案件中，以線上遊戲詐騙最多，請玩

家們提高警覺。 

國中 1年級的臺南陳同學過年在家上網，與一位不

認識的網友閒聊，他表示可以代抽遊戲「絕對武力」

的武器，但必須先給他點數卡新臺幣（下同）300

元，於是他外出到網咖購買，再返家把序號密碼給

對方，而後對方又說點數不夠，他又外出購買，就

這樣前前後後出門了8趟，總共買了12張總計9000

多元的遊戲點數卡，序號和密碼均告知對方。一直

到晚上 7點家人發現陳同學行跡詭異，他說出原委

後，才在家人的陪同下出面報案。 

去年年節期間發生之案件數約為 40 件，多數為網

路詐騙，包含網路援交、網購詐騙等，其中線上遊

戲詐騙數多達 16件，佔 40%，而受騙的被害人又以

學生 14人居多，最年輕的只有 12歲，總計財損金

額為 7 萬 8,000 餘元。歹徒的話術除了代抽遊戲

外，還有洗點數、協助練功，等被害人上鉤後，再

要求購買遊戲點數，或是提供手機號碼及身分證字

號，利用小額付費機制進行詐騙。 

 

 

 

 

警方呼籲，過年放假，

歹徒轉戰網路行騙，請

民眾務必提高警覺，尤

其是涉世未深的學子，

較容易成為受騙對象，

請家長多關心孩子的上

網行為。165 年節不打

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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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見不見得為憑？歹徒偽造交易明細詐騙遊戲寶

物！ 

苗栗 29 歲的章先生從事汽車買賣，平時玩天堂遊戲調

劑生活，兼練功賺外快。他在12月初到8591拍賣自己的遊

戲帳號，到了星期日有一位買家透過 line 表示想私下交易

免除手續費，並很有誠意地請章先生提供銀行帳號，將直接

把交易金額新臺幣7萬元匯過去。一段時間後，章先生從line

收到對方傳來交易明細單的照片，於是就將自己的遊戲帳號

密碼提供給對方。當天下午，章先生用網路銀行查看自己的

帳戶時，發現根本沒有金額入帳，於是再與對方聯繫，雖然

對方都有用手機及 line 與章先生溝通，但講得都是「假日

匯款可能會有延遲」、「我會向銀行確認」等拖延的話語，一

直到 2 天後，章先生發現 8591 上竟有其他會員在拍賣疑似

自己的帳號（角色人物反屏騎的等級、數值和裝備相同），

對方同時也失去聯繫，才知道自己受騙上當，出面向警方報

案。 

雲林 35 歲陳先生從事生意買賣，在 12月中旬到 8591 上拍

賣天堂的裝備，一位買家透過 line 表示將直接匯款 4 萬

5,000 元到陳先生的銀行帳戶去，並將交易明細傳給陳先生

以示證明。因為當時是晚上，陳先生並沒有直接確認自己的

銀行戶頭是否有入帳，就將裝備轉給對方，直到隔日他到郵

局查看發現沒有收到錢，撥打對方電話都連絡不上，才驚覺

受騙，隔日他在8591上看到歹徒po文轉賣自己的裝備，趕

緊報警處理。 

經查歹徒出示給被害人的偽造交易明細，均是使用舊式的萬

泰商業銀行明細單，而且銀行基於保護個人資料，真正的交

易明細單上，轉出帳號會用星號隱藏部分號碼，並不會完整

顯示，但因格式雷同令人一時無法分辨。另外，歹徒利用假

日或晚間，可能無法即時進帳的空窗時間進行交易，製造對

自己有利的藉口，延遲被害人發現受騙的時機。   

 

警方呼籲，在網路上進行交

易時，買賣雙方都有風險，

若採取先匯款的方式，務必

先確認帳戶有進帳，勿輕信

對方傳來的交易明細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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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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好害羞！男大生買情趣用品遭詐 情色網站

急貼反詐騙! 

屏東 19 歲的林姓男大生去（102)年底在國內

某情趣用品網站瀏覽並疑似留下個資，跟著沒多久

就接到自稱是該網站公司的員工來電表示，因交易

作業產生錯誤，要他依「銀行專員」指示以 ATM自

動櫃員機取消交易；不一會兒，另一人來電自稱是

銀行專員，指林姓男大生的郵局金融卡沒有轉帳功

能，要他去購買遊戲點數，林男以並未交易為由拒

絕，詎料對方立即語氣變凶狠，威脅林男若不從則

要「打死你爸爸和弟弟」，逼迫林男至便利商店購

買 4萬元的遊戲點數並唸出序號密碼，林男嚇壞了

只好乖乖照辦，事後趕緊到派出所報案，才知道自

己被騙了。 

同樣是大學生，彰化 20 歲的陳姓男子去（102)年

底在國內某情色網站購買情趣用品，收到物品才過

了 1週，詐騙集團就來電表示結帳時誤設為分期付

款，要求陳姓男大生到 ATM自動櫃員機「取消分期

付款設定」，陳男不疑有他依指示操作，結果轉帳 1

萬 5千多元至歹徒戶頭後才驚覺受騙。 

刑事警察局呼籲，購物

網站容易因個資外洩而

被詐騙集團利用行騙，

民眾除儘量避免在網路

上填寫個資外，最重要

的就是千萬不要聽信任

何來電指示操作自動櫃

員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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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