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詐騙花招層出不窮 刑事局秀 3軟體防詐  

由於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至第 3 級警戒，根據刑事局統計

資料，110年全國詐欺案及財損金額為近 3年高峰，又以假網拍、投資詐欺

及解除分期付款詐騙手法較常見。 

  刑事局預防科偵查員魏愷嫻表示，假網拍詐騙手法常鎖定民眾想撿便宜心

態，歹徒多在網路社團發文廉售時下熱門商品以吸引買家下訂，待收到對方

匯款後就斷絕聯絡。她舉例說，110年日本東奧賽事期間，台中一名陳姓男

民眾看到臉書（Facebook）貼文促銷「中華代表團指定口罩」等夯品，即依

指示下訂 1 組售價新台幣 1098 元的 120 入口罩，不料到超商付款取貨時，

才驚見實為 1盒陽春口罩且價差逾 5倍，立即報警處理。 

  另外，假投資詐騙案在疫情期間急遽攀升，且常結合「假交友」手法行騙。

基隆市一名 7 旬王姓老翁去年收到陌生美女「小玲」加他 LINE 好友，每日

噓寒問暖傳情，「小玲」見機誆稱小額投入理財平台就可享高獲利，信以為

真的王翁陸續匯出 200多萬元，經機靈行員察覺有異而報案，他才知被詐騙。 

  解除分期付款詐騙案，多因部分企業網站資安防護措施不足，讓歹徒有機

會入侵企業系統盜取網購民眾個資及交易資料，進而冒充客服或銀行人員致

電謊稱網購交易扣款出錯，請民眾到 ATM 操作「解除分期付款」，藉機詐財

得逞。 

  魏愷嫻表示，許多詐騙案話術其實都是常年老哏，但為何仍有許多民眾受

騙，除缺乏防詐資訊被騙之外，也有因民眾使用網路工具造成個資遭歹徒竊

取、掌握，致電行騙時能詳細道出個資或網購細節，信以為真的民眾因此鬆

懈心防而被詐。魏愷嫻認為，事前防詐至關緊要，建議民眾可透過使用免費

的防詐小工具，將詐騙集團阻絕門外。例如 Whoscall 陌生來電辨識 APP、 

加入「趨勢科技防詐達人」LINE好友、加入「165防騙宣導」LINE好友、165

全民防騙臉書及刑事局 CIB局長室臉書粉絲專頁，即時揭露最新詐欺犯罪手

法，防詐資訊同步更新。 

（資料來源：聯合新聞網 111年 2月 3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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