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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借貸詐騙 
 

- 提供存摺提款卡 慘淪幫助詐欺犯 

01 

 假借貸 

 假網頁 

 假求職 

 假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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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上網借貸反成幫助詐欺犯 

本分署上兵某甲因有資金需求，欲向網

路借貸平臺借款新臺幣5萬元，該平臺並

要求某甲將金融卡郵寄至該平臺地址，

並提供帳號與密碼，後續即無相關進度。 

 

過沒多久，該員接到銀行通知，其帳戶

因涉詐欺案，已變更為警示帳戶，其後

便被警方及地檢署通知到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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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手法 2 

張貼假訊息 

歹徒利用網站或社群平臺，張貼假
求職、假借貸貼文，吸引民眾洽談 

騙取存摺、提款卡、密碼 
利用各種話術要求民眾透過超商或
寄物櫃，將個人提款卡或存摺交付
歹徒 

無辜背刑責 
日後接獲銀行來電告知自己帳戶
被通報警示，始驚覺成為人頭帳
戶，並被檢警查辦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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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詐欺取財罪 3 

構成要件 

給 歹 徒 詐 取 他 人 財 物  提 供 存 摺 ( 提 款 卡 ) = 幫 助 犯  

歹 徒 詐 取 他 人 財 物 ， 涉 犯 刑

法 詐 欺 取 財 罪  

幫 助 詐 欺 取 財 罪  

提 供 自 己 的 存 摺 ( 提 款 卡 ) 給

陌 生 人 ， 不 合 常 理 ， 加 上 政

府 近 來 大 力 宣 導 詐 騙 案 例 ，

因 此 檢 警 、 法 院 實 務 上 經 常

會 認 定 提 供 者 有 預 見 詐 欺 的

可 能 ， 而 認 為 有 幫 助 詐 欺 之

不 確 定 故 意  

提 供 存 摺 ( 提 款 卡 )  者 ， 符

合 幫 助 犯 要 件 ， 構 成 幫 助 詐

欺 取 財 罪 嫌  

只要提供自己的存摺、印章 (提款卡、密碼 )、無論你是不
是被害者，均有可能讓自己成為幫助詐欺犯 !得不償失 !  6 



到來路不明網站借錢、求職時，應該要先… 4 

多方查證，例如上討論區搜尋評價或撥打165諮詢 

妥善保管個人印鑑、存摺、提款卡，切勿交付陌生人 

懷疑受騙時，立即掛失、報案，盡量證明沒有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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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投資詐騙 
 

- 高額獲利 穩賺不賠 必屬詐騙 

02 

 假網頁  假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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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虛擬貨幣假投資真詐騙 

臺中一名張姓女子去年8月下旬在交友

軟體上，認識一名網友，對方每天噓

寒問暖，自稱從事開發IT產業，引誘

張女投資，並介紹張女使用投資平臺

（博奕平臺）。網友並表示這個平臺

必須以虛擬貨幣泰達幣（USDT）投資，

且先要跟幣商購買虛擬貨幣儲值在電

子錢包內，再使用虛擬貨幣投注交易。 

資料來源：中廣新聞網2022/02/23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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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虛擬貨幣假投資真詐騙 

隨後張女轉帳1萬元給詐騙集團指定的帳戶，過幾日匯回獲利，暫時嘗到甜

頭，連同本金1萬2000元，於是張女開始向親友借款，再以街口支付及面交

現金方式交易。張女總共投資160萬元，但是，這次有去無回，才驚覺遭到

詐騙。 

 

警方表示，歹徒在加密貨幣投資的世界裡，佯稱一個月賺進一桶金，再用3

天的時間賠光詐騙，提醒社會大眾不要因為一時的貪心而被詐騙者的話術迷

惑；尤其剛接觸虛擬貨幣，在學習怎麼賺錢之前，一定要先學習怎麼不賠錢。 

資料來源：中廣新聞網2022/02/23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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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手法 2 

第一步 

臉 書 、 I G 或 簡 訊 看
到 投 資 訊 息 ( 例 如 股
票 、 加 密 貨 幣 ) ， 並
且 加 入 聯 絡 資 訊  

第二步 

假 客 服 群 組 提 供 投
資 網 站 ， 稱 以 量 化
分 析 高 獲 利  

第三步 

匯 款 至 不 認 識 的 個
人 戶 或 戶 名 為 建 材
行 、 茶 葉 行 、 企 業
社 等 人 頭 帳 戶  

第四步 

想 領 出 獲 利 遭 拒
絕 ， 要 求 須 繳 保
證 金 、 扣 稅 等 或
關 閉 網 站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1 



看到不明投資標的，或有陌生人加
你好友時，可以先… 

3 

輕鬆致富多陷阱，腳踏實地最實在 

撥打165諮詢，或上165網站查證 

不要隨意加入陌生ID成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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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機關單位詐騙 
 
-要求繳納罰款公款到私人帳戶 必屬詐騙  

03 

 假公文  假傳票 

 假身分  假證件 

 假通知 

 假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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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假冒地檢署公文通知 

桃園地檢署表示，今日接獲民眾反應，接到以

「台灣桃園地方警察署」為名，發文日期為中華

民國 111 年 4 月 5 日之偽造公函，內容略為法

務部派遣地檢署及台灣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針對

「富瑞投資者服務公司」進行督導審查工作，並

要求投資人於7日內儘快辦理資金提領工作，地

檢署將派員掛署證到各單位進行督導作業，投資

人為證明資金合法來源，在提領資金時必須繳納 

15％保證金，否則帳戶將全部凍結並予以清零。

桃檢表示此公文內容全是偽造，已分案偵辦，並

籲請民眾不要上當。 
資料來源：Ettoday新聞雲2022/04/06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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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詐騙案例 2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您涉及洗錢等重大案件，須製作

電話筆錄，本案偵查不公開，向

他人洩漏任何案情為重罪，我將

電話轉接地檢署偵辦本案檢察官 

為證明您的清白，請清空您的所有

帳戶，如果不配合，只好將您收押；

我將會派書記官監管您的帳戶，請

您將錢用銀行匯款或面交給公署保

管，等案子結束再發還 

情況1 情況2 

你有從海外寄送的

網購包裹，因內容

物違規而遭海關扣

押，必須繳納罰鍰

或額外付錢才能領

回，請將關務規費

或罰款匯入特定帳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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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假機關單位電話或書面通知時，你可以先… 3 

多方查證，例如致電機關求證或撥打165諮詢 

而且檢警、法院、機關單位不會做以下事情… 

妥善保管個人印鑑、存摺、提款卡，切勿交付陌生人 

電話中通知、傳喚或製作筆錄 

要求匯款、轉帳到私人帳戶，或監管帳戶 

要求至超商接收傳票、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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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愛情交友詐騙 04 
 假交友  假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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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手法 1 

歹 徒 用 帥
哥 、 美 女
圖 於 軟 體
隨 機 搭 訕 、
加 好 友  

詐騙步驟 01 

自稱戰地軍官、駐外人
員等成功人士，每天噓
寒問暖，喊寶貝、親愛
的、老公老婆  

詐騙步驟 02 

以各種理由說要將積蓄、
退休金等貴重物品以包
裹寄給你，拜託你代收、
代保管  

詐騙步驟 03 

以包裹卡在機場、港口
需繳納關稅、手續費等
理由陸續要求民眾於短
時間內儘速前往匯款  

結果 

收到匯款後便人間蒸發，
再也連繫不上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18 



用軟體找伴侶，面對來路不明的他(她) ，你可
以事前多注意… 

2 

掌握正確訊息，例如透過網路向海外網友徵詢 

交友時談到金錢往來，應加強戒心 

過濾對方ID帳號，上165網站查證是否為詐騙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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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騙網路銀行帳密 
 

-手機簡訊釣魚網站 

05 

 假網頁  假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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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21 



收到奇怪的訊息、網址，你可以先… 2 

透過官方網頁、帳號確認真偽 

比對簡訊內容、網址連結等是否為官方資訊 

先保持「零信任」態度 

撥打165專線諮詢、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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佯裝退門號保證金
詐騙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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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佯裝退門號保證金詐騙 

王姓男子遭詐騙集團以冒充「電信總局」

來電，指他的個資遭詐騙集團利用申辦

了3支人頭門號，以必須繳交「違約金」、

「稅金」、「門號保證金」等藉口，要

他快遞現金才能解除這3支門號，並且用

LINE傳送服務證件取信於被害人，並叫

正牌快遞業者到王家收帳，總共交了36

萬元給詐騙集團，讓合法快遞業者在不

知情下成了車手。 
資料來源：新北市警察局資訊服務網2015/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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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手法 2 

第一步 

假 冒 電 信 有 關
單 位 ， 建 立 權
威身分  

第二步 

告 知 門 號 有 問
題 ， 製 造 緊 張
情緒  

第三步 

提 供 解 套 方 法
例 如 要 求 繳 納
違約金  

第四步 

叫 快 遞 至 受
害 人 家 收 取
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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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電話或簡訊要求繳交各種費用時… 3 

切勿將財物交給陌生人 

反查陌生來電來源(例如用「Whoscall」App查詢) 

撥打165專線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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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網拍詐騙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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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手法 1 

第一步 

在 臉 書 上 的 社
團 佯 稱 轉 賣 二
手物  

第二步 

強 調 物 品 幾 近
全 新 ， 急 著 售
出  

第三步 

私 訊 後 談 好 價
錢 ， 要 你 用  
LINEPay付款  

第四步 

錢 轉 出 後 ， 對
方 不 讀 不 回 ，
或者把你封鎖  

資料來源：新北法扶真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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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在網路上撿便宜，還是要先注意… 2 

找有安全交易機制的平臺(如買方點選「確認收到
商品無誤」的選項，平臺才會付錢給賣方的機制) 

可以的話，以面交方式確認物品無誤再付款 

找有信譽的購物平台，有詳細賣家資料及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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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詐騙手法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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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手法 1 

檢警調說你的帳戶被盜用 

空頭支票騙匯款 騙局投資詐騙 

偽裝幫派份子恐嚇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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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手法層出不窮，如果不幸被騙了，原則上先… 2 

如果被當成人頭帳戶，立即掛失帳戶並報案，盡量
證明自己沒有犯意 

如果發現被騙錢了，當下立刻打165通報，反詐騙
機制會馬上凍結帳戶，可增加救回機會 

立即保留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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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需求，你可以掃描下方QR CODE將這份資料存下來 

有其他問題或疑難雜症，也可以透過以下方式諮詢 

警政署反詐騙專線：165 

警政署反詐騙Line ID：@tw165 

東部分署員工協助方案專線：089-224311分機861705 

東部分署督察科專線：089-226859 

溫老師專線:0800-0065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