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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源起：因近來詐騙集團詐騙手法翻新，囂張詐騙行徑令人髮指，呼籲家長及全校師生同

仁加強防範。 

二、案例： 

(一)近期○校學生家長接獲自稱為歹徒電話，告知其子遭毆打，說○生向其借貨 10 萬元，

如不儘速匯款，就要○生好看，家長於驚嚇中隨即將款項匯出，然俟○生返家後方知

遭到詐騙。 

(二)3 月 4 日、15 日、17 日上午 9時至 12 時及下午 2時許，計有高三 7位學生家長，分

別接獲不明人士電話告知，兒子遭綁架，藉機詐騙錢財，且旁有哭泣聲。家長接獲電

話後均打電話向學校求證，確定學生安然在校上課，才知道是一場騙局。 

(三)歹徒以 2人或 3人一組，向被害人佯稱其中 1人為傻子，身懷鉅款或金飾，激起被害

人貪念，以「移花接木」手法，利用人性貪小便宜弱點，用假鈔或假金飾詐財。 

(四)拷貝網路銀行網站網頁，假冒該銀行之名提供「活儲」、「定存本利和」……等等功能，

讓民眾誤上冒牌網路銀行，洩漏銀行帳號及密碼等重要資料，進行詐騙。 

(五)不法集團以民眾提領金錢時，側錄信用卡密碼或假冒銀行人員，聲稱民眾金融卡或信

用卡無法使用，要求密碼俾便銀行處理作業，俟取得持卡人相關帳戶資料後進行冒用

或盜刷。 

(六)製造假車禍，伺機恐嚇勒索或利用民眾善良心理，以類似金光黨模式向罹患重病者或

其家屬，誑稱可以以偏方醫治其病，趁被害人處於沮喪、絕望、抱著姑且一試心理，

騙取巨額醫藥費。 

(七)有歹徒利用真實抽獎活動所公佈之中獎名單資料，在中獎人尚未接獲真正舉辦活動單

位中獎通知前，佯稱舉辦活動單位通知您中獎，要求您依其指示至提款機前操作領取

獎金，達成詐財目的。 

(八)假冒衛生局人員，打電話給被害人，要發放防疫隔離補助金伍仟元。依其指示持提款

卡至提款機前操作，辦理補助金發放事宜，以騙取您的存款。 

(九)歹徒以電話恐嚇被害人，佯稱其為四海幫或其他幫派成員。因您與人結怨，對方請其

出來擺平，並向您索取費用。如果不從，將對您斷手斷腳，或對您的家人不利。並陳

述您家庭成員份子、住址以取得您信任及使您心生畏懼，進而匯款，詐財成功。 

(十)假冒政府官員查報違建，可免拆除；冒用警察、刑警身分臨檢或辦案斂財；冒稱瓦斯

公司檢查瓦斯表，騙取用戶開門行竊或行搶或強迫推銷瓦斯遮斷器；冒充星探向摘星

族少女、少男騙保證金、介紹費，或騙色；冒用身分證應徵公司會計，騙取公司章盜

領存款；佯稱為郵局工作人員，以存摺核對為由，騙取印鑑章盜領存款。 

三、防範詐騙策略：  

(一)詐術花招百出，只要勿存貪念，遇事遵行「停」、「看」、「聽」守則，冷靜以對，防止



上當受騙。 

(二)接獲任何有關學生不明電話時，應立即向學校教官室報告請求協助查證與處理。 

(三)接獲任何不明電話，應立即撥電話 110 向當地分局或派出所報案。 

(四)接獲任何不明電話時，應立即向相關人員或單位查證後再行處理。 

(五)提高警覺勿隨意與陌生人交談、搭訕，避免被人利用。 

(六)利用上課及集會時間，加強宣導詐騙集團新式詐財手法，加強校園門禁與巡邏，防止

歹徒伺機侵入。 

(七)提醒家中長者，領款應注意安全，並找家人陪同，對於不明人士之搭訕應小心提防。

養成存款簿及印鑑章分開保管之習慣。 

(八)要求出示身分證件，查驗是否屬實，必要時向相關單位求證，認為無誤後再開門。告

知家人是類被騙之訊息，注意防範。 

(九)雖然您有惻隱之心，但防人之人更不可無。對於許久未聯絡之親友同學，突然來電調

錢應急，應小心謹慎以對，或許考考他過去共同的回憶，可一辨真偽，避免受騙。 

(十)如有接獲不明中獎通知，應詳閱當時參加活動辦法及活動辦法所留之舉辦單位電話查

證。凡是要您至提款機操作領獎的，一定是騙局。 

(十一)網路購物應慎選有商譽之廠商，最好有所謂鑑賞期，滿意後付款，最為安全。否則

最好到店面親自選購，勿貪小便宜。 

(十二)歹徒之所以對您的家狀況有所了解，極可能自問卷調查、辦理信用卡、會員證或不肖

公務員等管道所流出。處理對策就是不明電話不予接聽，歹徒自然打退堂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