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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犯罪手法 預防方式 

國內首件聽障男遭詐騙案，MSN與簡訊成為詐騙工

具！  
   桃園縣 28歲簡先生，因有重度聽障，平日除以手語

及寫字條與他人溝通外，下班後主要以網路即時通（MSN）

與好友線上交談，今（99）年 4月初，他認識外號「ㄚ

ㄚ」的網友，女網友還介紹他認識 2位男網友，並加入

聊天，簡先生毫無戒心的讓對方知道他的工作、身體及

家庭狀況。認識 3天後，「ㄚㄚ」突然提議兩人到桃園火

車站見面，簡先生依約到達後，遲遲不見網友出現，卻

看見手機傳來的恐嚇簡訊：「ㄚㄚ不會與你見面。她是竹

聯老大女人，若不聽話照辦，不論你逃到天涯海角，我

們都會追殺你，不要以為你家住金門，我們還是找得到，

若要父母不出事，就乖乖聽話..」。  

    簡先生看完簡訊後慌亂不知所措，接著又傳來一通

簡訊，要他去超商購買遊戲點數（GASH），然後再到附近

網咖以即時通傳送儲值密碼，從下午 6點開始，他不斷

重覆多次買點數、交密碼的動作，總共買了 113筆遊戲

點數，歷經 5個多小時的奪命連環叩，期間跑了 7家超

商，多次領款，直到提款卡已無法領款，但恐嚇簡訊仍

不放過他，於是他上線問網友該怎麼辦？再向網咖櫃台

遞紙條求救，經向警方報案後，才發現是詐騙，整晚的

遭遇不但損失 13萬多元，甚至當哥哥到警局協助製作筆

錄時，他仍臉色蒼白，驚魂未定。  

    聽障人士受語言溝通的限制，生活作息與感情生活

都較單純，一旦遇到歹徒設陷恐嚇，其驚慌程度亦較一

般人嚴重，過去詐騙歹徒以電話作為詐騙工具，聽障者

應不會被騙。但自從網際網路時代來臨後，網路即時通

讓人們溝通無國界、無障礙，目前許多聽障者喜歡上網，

但詐騙魔手卻也伸入網路。 

警方呼籲，上網使用

即時通，除應加強防

止駭客入侵，盜用交

談資料詐騙外，對於

網友邀約見面，或是

要求購買遊戲點數，

都要加強查證，不要

貿然與網友見面。另

遇到歹徒恐嚇，應儘

快報案，才能終止歹

徒的恫嚇詐騙。 

 

本案例摘錄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及 165反詐騙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