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95 年 8 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一）「假輔導長」電話誆稱役男發生車禍，家長被騙 
 
1.  台北市林媽媽日前接獲一位自稱是「輔導長」來電說：「你兒子昨晚與同袍不

假外出，且與人發生車禍，恐怕要接受軍法審判，但考量他這位同袍再過 2 個月

即可退役，其家長不願節外生枝，部隊酌情將不會重罰，但必須立刻打電話給這

位家長陳先生，聯絡車禍賠償問題」。 
 
2.  驚慌的林媽媽與這位自稱是「陳先生」的家長聯絡後，雙方談妥各付一半的

車禍理賠金，她在下午 2 點到郵局匯出 12 萬，再與「輔導長」約定下午 6 點在

台北憲兵隊將其子帶回，匯款後林爸爸突然想問「輔導長」肇事車的車號多少，

只聽到電話中傳來猶疑不定的回答，隨後立刻掛電話，林家這時才找出兒子服務

單位的聯絡電話詢問，才驚覺被騙了。 
 
3.  本案林家於匯款後 2 小時發覺被騙，並立即前往派出所報案，經警方緊急辦

理「金融帳戶警示」處理，幸運的這筆 12 萬未被歹徒提領，但虛驚一場的林媽

媽與兒子討論後竟然發現以下事實： 她的兒子是「替代役男」，因此並無「輔導

長」管理其生活，而是由分發服役的單位（如消防署、警察局、學校）的管理幹

部負責。 
 
4.  林媽媽將歹徒聲音錄了起來，全家人聽過後都驚覺，這個詐騙集團不但有一

套劇本（多人扮演多種角色）且聲音就很像「輔導長」，再加上一聽到兒子出事，

過度驚慌未及時查證才會被騙。 
 
 
 
「165 專線」呼籲家中有服兵役男的家長，遇有不尋常的電話通知，一定要冷靜

且要將服務單位的電話放在家中明顯處，以備發生緊急事故或詐騙電話時可以立

即查證避免被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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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農曆七月「鬼月超渡嬰靈」詐騙 
 
  
 
1.    台北縣新店市江小姐 5 月間在報紙分類廣告上發現一則「改運、消災解厄、

改變人生」的訊息，因一時的好奇透過電話聯絡，一位自稱是臺南縣玉井鄉奉天

宮的黃主委告訴她：「目前時值鬼月，妳命中註定大富大貴，但因嬰靈纏身，必

須作法超渡，一旦完成法事，必定會中樂透大獎」，江小姐一時迷糊竟於 7 月 20
日匯款 14 萬作為超渡費用，匯款後對方音訊全無，才知受騙。 
 
2.    本案經向警政署「165 專線」報案後，根據江小姐所提供資料，實地向臺南

縣玉井鄉查證，並沒有「奉天宮」，而當地「關帝君廟」也沒有以超渡嬰靈為名，

向信徒募款或作法事，至於江小姐與歹徒聯絡的電話來源是「台南市」與「臺南

縣玉井鄉」相差很多，且這通電話是經由盜轉接電話所進行的詐騙，事後江小姐

對自己因一時財迷心竅，竟誤信歹徒改運謊言，只憑電話聯絡，也未前往廟宇實

地了解至狀況就冒然匯款，非常後悔。 
 
警方呼籲，宗教詐財善於運用人性弱點，特別是在農曆七月，更會假藉所謂惡靈

纏身騙錢，民眾務必要提高警覺，多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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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冒名「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設假網站騙信用卡資料 
 
1.林小姐接獲來自「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的一封電子郵件內容是：「本中心發現

有數 10 萬筆信用卡資料異常，請信用卡戶進入本中心網站進行身分確認…」。 
 
2.     林小姐驚訝的按下網址的聯結鍵，果然看到「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的網頁



內容，正當她準備輸入「信用卡卡號」時卻突然想到萬一輸入卡號至一個假網站，

那麼信用卡極有可能遭盜刷。 
 
3.     於是她撥了「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電話查詢，才赫然發現她所接到的這封

電子郵件根本就是歹徒所發，而所聯結的網站也是全部仿照「金融聯合徵信中心」，

目的就是藉此騙取收件人自動輸入「信用卡卡號」、「卡別」、「有效日期」等資料，

因為一旦得到這些資料，就可以盜刷、甚至據以製作偽卡。 
 
4.     本案經檢舉後，警方已展開偵查，該網站來源為「中國大陸」，歹徒大量傳

送電子郵件散發詐騙訊息，因此呼籲民眾提高警覺，對來路不明的電子郵件，一

定要謹慎過濾，切勿輸入個人資料，另歡迎隨時撥打警政署反詐欺專線「165」
查詢，以免被騙。 
  
 
「165」專線提醒您，凡是接獲可疑的電子郵件，並要求輸入重要的個人資料時，

務必要提高警覺，其辨識的方式如下：  
1. 假冒「金融聯合徵信中心」通知時，可撥「02-23813939」電話查詢，該中心

也鄭重聲明：「若有任何信用卡異常都是由所屬金融機構通知持卡人，聯徵中心

不會主動聯絡持卡人，更不會以電子郵件發送通知。」 
 
2. 細查網址：  
本件歹徒所設網址為：「http：//jcic.cngsh.com」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網址為：「http//jcic.org.tw」  
兩者有極相似處，但仔細辨認的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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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冒用「新竹市監理所」、「刑事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 詐財 
 



1.黃先生日前接獲自稱「新竹市監理所」的語音催收交通罰款電話，經轉接分機

號碼「9」由專人查詢服務時，對方說：「您於 5 月 15 日在台中市酒後駕車被警

方取締開了一張罰單，但仍未繳清罰款。」 
 
2.經核對車牌號碼後，黃先生發現肇事車與自己的車牌號碼不同，這個「假監理

所」客服人員竟說：「有可能是歹徒盜用您的個人資料，買了一台車，被開罰單

的應該是那個歹徒而不是你。」 
 
3. 這時假新竹監理所客服人員好心的說：「為了證明你的清白，你必須立刻打電

話到『刑事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備案』接著就給了一組電話號碼「009……」（黃

先生在緊張中立刻撥號，未用筆記下詳細號碼）電話卻無人接聽..，經向「165」
查問後才發現被騙，幸好電話無人接聽，否則這種詐騙手法與「中華電信催收話

費」一樣，將會使人損失所有存款。 
 
4.因此凡是您接到會感到緊張、焦慮的電話通知，都請立刻撥打警政署「165」
反詐欺專線電話，將可幫助您立刻解除緊張、恐懼，避免被騙。 
 
本案經「165」查證發現，大部分檢舉人所提供的電話號碼都是「009」開頭，應

是國際電話，也是典型的電話詐騙手法，歹徒正不斷以新的「公務機關」、「事故」、

「刑事案件」來包裝新的詐騙手法，而引用「個人資料遭歹徒冒用」、「危及存款

帳戶安全」最容易產生恐懼、緊張效果，因此當您接到有任何疑慮的電話，請立

刻撥打警政署「165」專線查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