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常見詐騙案例犯罪手法及預防方式一覽表   104 年 3 月 

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假電信人員詐「門號解約費」 不知情快遞業者
淪車手？ 

「你的手機被詐騙集團盜用！」家住新北市的王姓

男子接到詐騙集團冒充的「電信總局」來電，指王男的

手機資料被詐騙集團利用申辦了 3 支人頭門號，必須繳

交「違約金」才能解除這 3 支門號，扯的是歹徒竟大膽

叫快遞業者到王男家取款，分 8 次總共快遞了近 36 萬

元給詐騙集團，讓快遞業者在不知情下儼然成了車手。 

王姓男子（79 年次，服務業）報案時供稱，今年 2

月初接到來電自稱是「中央通訊電信總局第三中隊林○

杰」，表示王男當初申辦手機門號的電信門市員工，利

用王男留下的身分資料，另外辦了 3 支門號供詐騙集團

使用，必須繳交「解約保證金」，才能由「電信總局」

幫他解除這 3 支門號的合約。為了取信於王男，林○杰

還透過 LINE 傳了健保卡和服務證件照片給他，王男因

此深信不疑，依照對方指示準備了 1 萬 2000 元，交給

上門取件的快遞業者。 

詐騙集團食髓知味，再扮演「電信門市財務經理陳

老闆」致電確認收到錢，接著林○杰又陸續以 LINE 和

王男聯繫稱需要「違約金」、「稅金」、「門號保證金」、「

手機賠償費用」等各種藉口，前後 8 次騙走了 35 萬

8600 元，直到王男的老闆聽到其與林○杰的對話內容

，告知可能是詐騙，王男才恍然大悟趕緊報警。 

同樣是利用快遞業者取款，家住桃園的施姓男子（

28 年次，服務業）今年初也接到自稱「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總經理林○傑」的電話，這次林○傑表示施男的

手機門號繳費正常，信用良好，但是他申辦門號的門市

已經倒閉，因此只要施男自行負擔「手續費」，就可以

把之前所繳的電信費全部拿回來。施男被唬得一愣一愣

，總共分 9 次快遞了 25 萬元給對方，結果被妻子發現

才知道自己被騙，被大罵一頓還冷戰了整整一個月，讓

施男直呼「賠了夫人又折兵」。 

刑事警察局表示

，雖然快遞業者在官

網的「不受理品項」

中明白臚列「物品價

值超過新臺幣 2 萬元

者」、「現金、票據、

股票等有價證券」等

，但由於無法檢視民

眾寄送物品包裝的內

容物，讓詐騙集團有

機可乘，警方除呼籲

快遞業者協助對寄件

民眾進行關懷提問，

更再次提醒民眾防詐

騙「1 聽 2 掛 3 查證」

，只要陌生來電要求

「預付款項」，無論是

保證金、稅金、違約

金、手續費等任何名

目，都極有可能是詐

騙，切勿未經確實查

證即交付財物、存摺

、印鑑等給陌生人，

有任何疑問歡迎撥打

反詐騙諮詢專線 165

查詢。 

~~以上資料摘錄自內政部刑事警察局 165 犯罪手法預防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