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型網路詐騙 

科技推陳出新，又適逢經濟不景氣，連帶使得網路詐騙案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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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事件可說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就一直存在著；不過，如今網路詐騙案卻因為科技日新月異而激

增，又碰上了經濟衰退而有了趁虛而入的機會。 

「網路犯罪投訴中心」在二００八年發佈的報告指出，該中心接獲的詐騙案件數在一年間上揚了百

分之三十三，達到創紀錄的二十七萬五千兩百八十五件，而據該中心發言人指出，今年前三個月的件數

為去年同期的一倍左右。另一家機構「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則指出，去年各個執法單位總共接獲一百

二十萬件投訴案，比二０００年的二十三萬零六百件增加甚多。 

 

新犯罪手法層出不窮 

社交人脈網站廣受歡迎，也使網路詐騙者乘隙而入。 

「詐騙者可能會滲入取得你的 Facebook 帳號，並發送電子郵件給你的朋友，謊稱『我發生滑雪事

故了，』然後開口要錢，」「網路犯罪投訴中心」報告作者約翰．肯恩指出，「如果你信以為真，就可能

會考慮寄點東西聊表心意。」 

此外，人們也有可能透過手機接到詐騙電子郵件，表面上卻很像是銀行所發出的可靠訊息。詐騙者

還可能入侵專業或社會機構，然後利用盜取的資訊來鎖定受害人，後者往往會誤以為接到的是可靠信息，

因為發送訊息者似乎真的對他們的工作或生活方式瞭若指掌。 

肯恩指出，無論如何，科技的進步都可能是使網路詐騙案增加的原因，不過，經濟突然間衰退，卻

使情況更雪上加霜──而這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 

「有些精通科技的人發現自己失業了，於是就轉而靠詐騙來獲取金錢，」他解釋說，「這些人靠這

種方式謀生，而且還相當精於此道。」 

但另一個更明顯的原因則是，景氣不好使得有些人需錢孔急，他們很容易就會鋌而走險訴諸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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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自危 

「達拉斯都會區更佳事業局」駐當地的資深副總裁珍柰特．柯普柯指出，該機構經常接獲網路詐騙

案的投訴，而最近她手下員工對受害人的同情可能更甚於以往，因為該機構最近也成了受害者。 

一般往往以為，詐騙案的目標都鎖定在老年人身上，但其實不然，統計數據並不支持上述看法。據

「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二月發佈的報告顯示，四十到四十九歲的人才是申報投訴案的最大族群，佔了

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六；至於六十至六十九歲的投訴者和七十歲以上的投訴者，則各佔了總數的百分之四

左右，比例並不算高。 

身分遭竊取的受害者則往往年紀更輕，這類投訴人以二十歲至二十九歲的人佔最大宗，此外，受害

者也不一定都失業或教育水準低落。 

 

保護自己的錢財和身分資料的安全 

如何避免成為詐騙案受害者： 

 如果事情看起來簡直好到不像真的，那很可能就是假的。 

 務必詳查事實真相，良好的判斷，再加上適度的存疑，就是最佳防範詐騙之道。 

 多運用常識判斷：怎麼可能會有人送你一張支票或匯票，然後再要求你把金額匯回給對方，找不到任

何正當理由可以解釋上述做法，所以一定是詐騙。 

 理性的人在壓力之下，也可能做出不理性的決定，如果你陷入財務困境，要明白自己可能會很脆弱、



容易受騙，因此在貿然投入可疑的活動前，務必三思。 

 

如何避免身分遭竊取： 

 除非是由你本人主動聯繫的，否則就絕對不要透過電話或網路傳遞任何個人資訊。 

 察看你的信用記錄，看看其中有沒有可疑之處，像是地址有所更動，但卻並不是你本人去主動改的。 

 應經常監控你的銀行帳戶對帳單，看看其中有沒有可疑之處。 

 載有個人資料的文件，廢棄不用時應撕碎銷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