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詐欺犯罪預防 

【相關法令】 

1. 刑法 

第 339 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340 條：以犯前條之罪為常業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 341 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乘未滿二十歲人之知慮淺薄或乘人之精神耗弱，使

之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 342 條：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

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財產或其他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隨著科技資訊的發展，現代人享受著科技文明產品所帶來的便利，如手機、網路、自動櫃員

機。但不法之徒卻將這些產品予以扭曲濫用，不法犯罪集團憑藉其綿密之組織結構、精細的分工

與訓練，假藉各種名義，並運用人性弱點，肆行轉帳詐財不法勾當，如刮刮樂彩金詐財、假退稅、

退費詐財、假售貨真詐財、假匯款詐欺等，民眾如果一時失查即造成錢財損失。經分析此類詐欺

案件，歹徒慣常運用金融、電信人頭帳戶、電話為犯罪手法，指定以人頭戶開設之提款卡帳號，

要求被害人於指定時間內將款項匯入並立即以金融卡於不特定地點之自動櫃員機提款，且透過單

向聯絡、多重電話轉接之犯罪手法，逃避警方查緝，甚至將提款及接聽電話地點移至大陸地區，



難以溯源追查。 

1. 犯罪手法分析： 

o 利用各種名義誘導民眾轉帳詐財： 

詐騙集團利用各機關為民服務之名義（如退稅、sars 補助金、老人年金等）或是藉中獎必須預付

稅款，並設計虛擬機關情境（如錄製該機關總機語音系統）取信於民，更有偽稱其係受國稅局委

託或經過律師事務所認證，使民眾難以辨認其真偽。 

  

o 運用科技產品犯罪 

歹徒利用手機傳送中獎簡訊或退稅通知，運用自動提款機操作以騙取被害人密碼，進而以密碼設

計輸入轉帳金額。或是以網路之虛擬情境販售商品，運用網路輸入信用卡帳號方式騙取被害人存

款。 

  

o 組織企業化 

犯罪集團不斷吸收新成員，並有計劃組訓成員，組織層級與分工精細，僅以「人頭」電話與「下

線」聯繫，下線無從得知其使用之車輛、住所、出入場所。 

  

o 多重電話轉接 

歹徒將提款及接聽電話地點移至大陸沿海廈門等地，造成警方查緝盲點，難以溯源追查。 

目前各政府相關單位及電信、金融業解決對策： 

o 建立警示通報聯繫機制 

由各金融機構、警調單位成立「警示通報聯繫窗口」，由警調單位將疑似詐騙集團所利用之帳號，

立即提供相關銀行，俾終止該帳號使用提款卡、語音轉帳、網路轉帳及其他電子支付轉帳功能。

經統計自 91 年 11 月至 92 年 8 月底，本國銀行已接獲 1106 件警調單位通知之疑似詐騙集團利用

帳號。 



金融機構防制措施 

o  

 於自動櫃員機之交易過程加入警示文字及語音說明「操作提款機，僅提供款項匯出，無法將款項

匯入」 

 財政部規定各金融機構必需於九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前，在自動櫃員機操作過程中加入語音警示，

提醒民眾自動櫃員機無法將他人之金錢輸入自己之帳戶內，截至 92 年 8 月底，除老舊機台無法進

行修正外，已有一萬七千多台自動櫃員機加入警語或是已語音提醒客戶。 

 防制人頭戶申設：對申請帳戶及信用卡之民眾加強辦理徵信。 

經濟部 

開放民眾利用經濟部網站，或電話查詢該部服務台，查詢公司登記之基本資料，防杜虛設行號。 

o 內政部 

積極辦理身分證換發，加強防偽功能，全面換發身分證前，金融及電信機構辦理民眾申請案件，

可至內政部戶、役政網站或透過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網站查詢請領身分證紀錄。 

o 交通部 

o  

 交通部電信總局協調金門地區行動電話業者，將面對大陸地區之基地台天線轉向，或降低輸出功

率，使詐騙集團無法從大陸沿海地區遙控詐騙犯罪，增加其犯罪成本，以利警方查緝。 

 交通部於 91 年 7 月 9 日邀集相關電訊業者及警、調機關進行研商獲致結論：將查詢通聯費用以八

五折計費，以降低警調查緝案件成本。 

  

o 電信業 

 各電信公司設置「風險管理中心」建立 24 小時聯繫窗口及聯絡人，協助針對人頭電話停話事宜。 

 各電信公司於受理用戶申訴後，即依據該公司「受理客戶申訴不法簡訊」之標準處理機制，將相

關資訊送風險管理中心，由相關公司進行調查，若有不法事實，即按營業規章、服務契約之規定

予以停話處理，並將蒐集之資料送檢警單位，自 91 年 11 月至 92 年 8 月止，各業者已辦理不法簡

訊停話數計有 5225 件。 

 於電信費用帳單寄送時，加註警語，以提醒用戶注意，並請於接獲可疑簡訊時主動向提供服務之



電信公司客服中心通報、查證。 

  

o 警政署防制措施 

 成立各市、縣（市）警察局專責處理、偵辦窗口： 

整合查緝警力，俾利機動、有效打擊此類犯罪，另亦有助於資料庫之建立，有效管制案件。 

  

 加強預防犯罪宣導： 

為避免詐騙事件一再發生，本署除加強發布新聞稿加以說明外，並以製作短片、廣播節目、宣導

手冊等，搭配各市、縣（市）辦理擴大預防犯罪宣導，運用大型活動、演講、行動劇表演等方式，

加強辦理預防詐騙宣導。另協調雅虎、遊戲橘子等大型國內入口網站，將製作之宣導影片連結播

放並提供下載，另發動員警以電子郵件方式，將宣導影片及新興詐騙手法傳廣為傳送親友，提醒

民眾注意防範，避免被騙。 

【詐欺犯罪原因分析】 

刑法上所定之詐欺罪，係指嫌犯以不法之手段或詐術等方式，取得被害人之財物或財產上之不法利益。而

所謂「詐術」乃指以「欺騙」之方法，使人陷於錯誤而為交付，從而取得本人或第三人所操有之財物。所

謂之「詐術」，所施用之方法無明確之限制，如以驅鬼代人治病、詐取財物；律師承辦民刑事訴訟、詭稱

法官需賄、吞沒入己，或以其半數與相對人和解；或以結婚為餌、騙取禮金而逃逸、或虛設公司行號、詐

取貨物及貸款等，或以招攬民間互助會，再偽稱其他人得標詐領會等等，均屬詐欺之行為。 

是以詐欺犯罪當為財產性犯罪，究其發生原因除嫌犯惡意設局詐騙被害人、或乘其精神未能辨識，而乘機

詐取財物外，另一方面又有被害人本身因貪圖暴利，而誤陷嫌犯所設計之騙局使然。以目前發生之詐欺案

件，大致可區分以下幾種類型：(黃榮堅，民 79；呂英敏，民 71) 

1. 金融方面： 

o 以民間互助會招攬會腳，再乘彼此相互不認識為會首利用詐標會款，事後藉機倒會逃逸。 

o 嫌犯以虛設公司行號，假冒他人名義，偽稱購買物品，再以空頭支票，偽稱倒閉、出國等，藉機

詐取財物。 



o 以進出口貿易開立假信用狀，詐騙貨主財物等。 

o 民國 84 年月台北市警局曾破獲嫌犯偽造銀行假定存單，並利用銀行之辦公處所，誆稱被害人存款

可獲取較高利息之謊言，詐騙金額達數億元。 

  

2. 宗教斂財： 

近來因宗教盛行，嫌犯利用被害人誠心向教或因時運不濟求神占卜之心態，藉機詐騙信徒花錢解

厄、或購買蓮座、靈骨塔、祭品器物等，乘機歛財。 

  

3. 騙術詐財 

o 如金光黨利用被害人貪財之心理，誆稱騙取另一人(由騙徒偽裝神智不清或呆子等)財物，藉機要

求被害人領取存款，嫌犯再伺機予以調包成白報紙詐取財物。 

o 有部份女性嫌犯利用單身老人(尤以老榮民居多)寂寞無伴之心理、伺機和渠親近或偽稱要與其結

婚，而騙取其財物。 

o 利用兒童或成人偽裝成肢體不全或和尚、尼姑等，於市場、公共場所等處，詐騙過人之錢財。 

o 嫌犯偽稱海關關員至超商兜售高級拍賣物品，再以香煙或果汁飲料，迷昏屋主伺機調換成其他便

宜貨品而予詐財。 

  

4. 不實廣告詐財： 

嫌犯利用不實及誇大之廣告，促銷其產品，使購買者失察而購入名實不符、或價格懸殊之物品，

而坊間最常見到有減肥、隆胸、治癒百病、壯陽等廣告、色情廣告(如書刊、錄影帶、指油壓、伴

遊徵友等)等。 

轉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