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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社科院發布的 2010 年《法治藍皮書》顯示，2009 年中國大陸犯

罪數量打破了 2000 年以來一直保持的平穩態勢，出現大幅增長。其中，暴力

犯罪、財產犯罪等案件大量增加。據藍皮書，2009 年 1 到 10 月，中國刑事案

件立案數和治安案件發現受理數大幅增長，刑事案件數增幅在 10%以上，治安

案件數增幅達 20%左右，全年刑事立案數達到 530 萬件，治安案件數達到 990

萬件。犯罪呈現這樣的發展態勢，其實是符合犯罪學的論點：犯罪是社會改革

開放必須付出的痛苦代價；位於海峽另端的臺灣，年年高昇的犯罪趨勢，不也

曾在 1986年政治解嚴後顯現出來？ 

疾病、貧窮、犯罪是普天下人類所必須面對的問題，其中又以犯罪問題最

為棘手；其中有以財產犯罪所占的比例，一直是所有犯罪類型之最。近十幾年

來，臺灣地區的全般犯罪已逐漸緩和，甚至應該升高的財產犯罪也在減少，顯

然臺灣地區的犯罪態勢已經歷犯罪學上所稱的犯罪飽和點，然而詐騙犯罪卻依

舊增加；而中國大陸整體犯罪、財產犯罪之趨勢，卻仍面臨高犯罪率的空前挑

戰。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曾於 2009 年 11 月 26 日公布臺灣地區第一波

之「十大民怨」，列第一名便是詐騙電話太多，第二名才是失業問題嚴重，顯

見臺灣詐騙事件之普遍，已超越經濟凋蔽造成的失業、待業問題。前述中共社

科院發布的 2010 年《法治藍皮書》也顯示，中國大陸在經濟危機下，失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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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犯罪率均等級上升，只是未有類似臺灣的民怨調查的資料以為旁證。 

一直以來，橫跨海峽兩岸的地利與意識矛盾之便，詐騙分子利用新興電子

科技產品為媒介，以傳統市話、行動電話、網路（絡）電話、衛星電話、微波

或衛星通訊系統、電腦、網際網路等，從事刑法規定之詐欺犯罪行為；且犯罪

者幾乎透過不易管理監控之第二類電信事業為媒介，以電信溢波或漫遊的模式

從事詐騙得利行為之發生件數為最多。依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的統計資料

顯示，臺灣地區 2005-2009 年電信詐欺發生件數均超過 1 萬件，以 2005 年之

16,693件為最多，2006-2008年均在 1.3萬件左右，2009年降至 10,912件。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的統計資料，2008 年因詐騙而令民眾失去的財物價值

高達新臺幣 13.7 億；惟須注意的是，這只是民眾向警察機關舉報被詐騙的財

物損失，其他未向警察機關舉報的詐騙案件數推估應數倍於此，甚至有某學術

單位推估民眾一年被詐騙之金額高達 1,502 億之多。臺灣地區 2008 年之詐騙

犯罪發生件數高達 42,910 件，較 2007 年增加 2,562 件（增加 6.35%），該年被

詐騙之金額亦較 2007年增加 6億 225萬元（增加 17.84%）。 

另一方面「165 反詐騙專線」報案之案件數，亦從 2007 年的 5,755 件激增

至 2008 年的 18,262 件（增加 217.32%）；透過 165 專線檢舉、諮詢的件數亦

增加 2-3 成；因 165 專線而將詐騙集團電信停話戶數高達 30,289 件，說明當

代臺灣詐騙集團廣泛利用電信詐騙之普遍程度。 

大體而言，詐騙可分為傳統型與新興型兩大類，前者以照面接觸方式，後

者則透過電信科技管道行騙；而且今日的詐騙手法，明日又將翻新，令人防不

勝防。再加上詐騙案件破案難、追訴不易、刑罰又輕，引發詐騙者犯罪有利之

充分動機等條件促成下，詐騙犯罪必然繼續發生於我們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

中。 

傳統以面對面接觸之詐騙方式，如賭博詐欺、假冒身分、金光黨（拾金詐

欺）、倒會、虛設行號、票據詐欺、迷信詐欺等行為，這些面對面的詐騙方式

偶或有零星案件發生外，已在臺灣地區逐漸式微；惟對岸大陸內地農村地區，

因資訊較不流通，利用傳統詐騙方式依然風行，且詐騙為首者幾乎來自臺灣，

這是中國內地居民應特別防範的犯罪類型。 

新興詐騙則無須面對面，透過電子通訊器材、網際網路，以假冒機構（公

務員）詐財、假借催討欠款、中獎通知、假綁架（恐嚇）詐財、假借信用卡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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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刷詐財、色情應召詐財、猜猜我是誰等方式為最多，此為當前臺灣、大陸沿

海地區所最常發生之詐騙行為，而且手法日新月異，翻新速度極快，是當前民

眾最應提高警覺防範者。臺灣自 1997 年實施電信自由化政策之後，以電子通

訊實施跨境犯罪者遽增，集團性之組織犯罪集團從海峽兩岸逐次蔓延至東南

亞、東北亞等各國，透過國際通訊、網際網路自組發話機房，再透過網路通訊

節費器降低通訊成本肆行各類防不勝防的詐騙犯罪。 

新興詐騙犯罪具有：1.低成本、高報酬；2.量刑低；3.再犯率高；4.組織企

業化、分工系統化；5.運用科技產品犯罪；6.人頭帳戶充斥；以及 7.多重人頭

電話轉接及運用金融轉帳及提款機提款等特性，常令一般民眾難以招架而無端

地被騙，這是海峽兩岸沿海、城市居民所必須面對之犯罪類型。 

調查指出，臺灣地區有超過八成的人接過詐騙訊息：其中大部分是透過手

機簡訊，占 85.6%，其次是透過家裡或公司電話行騙，佔 83.5%，之後依序為

信件包裹、電子郵件、網路購物 /假網頁詐騙。近 10 年來實際統計數字亦相

近，電話詐欺最多、網路詐欺次之，手機簡訊詐欺第三。但見實際上發生電信

詐騙可能遠比學術調查發現之八成高出許多。 

新興詐騙行為超脫傳統方式，已經不單利用人性「貪」的弱點，而是利用

人的同情心、憐憫心來詐騙；或利用被害人的無知、愚昧等劣勢行騙；此外，

利用某些人士特有的過度自信特質，堅信自己絕對不會被騙者，卻常受騙。因

此，歸納詐騙的被害案例，依然無法跳脫「貪」、「嗔」、「癡」的人性弱點；尤

其位處內地之偏遠山區之中國大陸各地居民，或因資訊不及沿海地區之便捷、

流通，更易被詐騙成功。 

若依據大量樣本的調查研究結果，我們可以發現中西方的詐騙被害人的特

徵不盡相同，此可能受東西文化不同而導致行騙手法相異所致。例如：美國的

中、壯年齡族群者最易上當、受騙。調查指出，遭詐騙成功者當中，有高達

42%之年齡是介於 40-59 歲者，其次則為青年，亦即介於 20-39 歲者，亦占

39%的比例；同時研究指出年輕人比老年人容易受到消費型詐欺所害。臺灣的

研究大多為涉世未深之青年，亦即年齡在 20-29 歲之間，其身分大都為學生、

未婚、單身、剛出社會的新鮮人，最易上當受騙。 

美國調查研究發現，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更容易遭詐騙，與一般認知，認

為高收入的人才容易成為被詐騙目標，有極大不同。在臺灣，即使有許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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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詐騙被害與性別、教育程度高低、職業無關，但亦有一些有趣的結果，例

如：男性大多在網路遊戲線上被害，女性則多被拍賣網站所騙，且女性損失

10萬元以上的人數卻比男性為高。 

歸納詐騙被害人的人格特質，如果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並未接觸良好的社會

資訊，再加上生性剛愎自用，並具有堅信不疑的特性時；或平日處事缺乏警

覺、疏忽大意者；或具有僥倖心態、短視近利、遇事易心急如焚者，最容易在

「當局者迷」的機會因素影響下被騙成功。 

大多數針對詐騙犯罪被害人的研究指出，其之所以被害，歸納出幾個主

因，分別是：貪念、疏忽、恐懼、巧合、自信、太信任別人、疏於查證等等。

之所以讓被害人會相信詐騙的說法，是因為在詐騙當下的情境具有：動機利誘

性、互動封閉性、內容多變性、時間持續性，終而導致被害。 

研究更進一步指出，詐騙被害人並無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繩」的

警惕心態，反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複被害。這類重複被詐騙所害者的人格特

質為：人際互動有盲點，易相信陌生人；具有投資較高風險的理財態度；防騙

意識魯鈍。正值世界經濟變動之際，使用網際網路通訊居世界之冠的中國大陸

民眾，恰是被害者學中的最合適的標的物。 

詐騙犯罪除對被害人財物損失外，對於製造人際疏離互不信任的病態社

會，擾亂金融秩序，造成民眾對政府施政失去信心等所造成的無形損失更難以

估計。首先，針對詐騙集團行騙當下，如果是在：1.具有貪念、過度自信、容

易相信他人之電話接聽者；2.缺乏家人、朋友在身邊；匯款時無銀行行員及警

察協助下；再加上 3.分工細密而狡猾的詐騙集團成員等 3 個可謂「天時、地

利、人和」的情境聚合的情況下，必然使之詐騙容易成功。 

依據環境犯罪學所謂「犯罪鐵三角」（在兼具情境、加害人、被害人等三

條件之下，犯罪事件從而發生）的論點，提出「消除利於詐騙之情境因素，提

高被害人之高度警覺，減少詐騙犯罪者之犯罪機會」之具體建議如下以供海峽

兩岸民眾參考： 

一、消滅利於詐騙之情境：詐騙集團是一個分工極為細緻的組織，故須採

兩岸合作、跨境（國）合作方式，滅絕集團流竄各地。 

二、切斷犯罪人與被害人之互動。 

三、監控被害人接獲詐騙電訊時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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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青少年涉世未深，思慮較為單純，極易相信別人，偏偏這一「尷

尬」年齡層的中華民族族群，特別「愛面子」，往往在被詐騙之後，常悶聲不

響地自我尋求解決，如此卻愈陷愈深，加劇其被害之嚴重程度。當然，預防的

關卡最為重要，一旦預防關卡「失守」之後，實有必要跟大家分享遭逢網路詐

騙之後的緊急處理措施。 

預防犯罪當然是海峽兩岸政府無可旁貸之責任，我們也隨處可見政府在這

方面所展現出來的誠意與魄力，例如：窮力掃蕩網際網路，建構電信詐騙平

臺，實施「靖頻專案」；且當前新興之詐騙犯罪已屬跨境犯罪，歹徒在中國大

陸、東南亞各國設立基地、中繼站等，均需靠海峽兩岸，甚至跨國、跨域的跨

境整合方式，共同打擊詐騙犯罪。尤其 2009 年 4 月 26 日臺灣與中國雙方代表

江丙坤、陳雲林在南京簽訂「海峽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對於

海峽兩岸合作打擊詐騙犯罪已發揮具體之嚇阻效果，前述電信詐欺犯罪之發生

數，自 2005 的最高點至 2009 年之最低點，兩岸攜手合作打擊非法犯罪即是一

明例。 

依據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於本（99）年 6 月 22 日發布之新聞資料獲

知：海峽兩岸執法機關同時於 21 日分別在大陸地區 16 省市及臺灣地區 12 縣

市共同偵破結合電信與科技犯案模式，嫌犯達 218 人跨境詐騙犯罪集團，有效

打擊跨境犯罪。然而，研究發現網路詐騙犯罪的絕大多數（92.7%）的被害人

依然認為他們的被害是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獲得有效的預防，而避免被騙。

犯罪雖是亙古難以滅絕的一種社會現象，詐騙犯罪行為必也隨科技、人類生活

型態的改變而翻新詐騙手法，但基本上仍需透過提高民眾的警覺，始可預防詐

騙臨身。 

共同打擊犯罪是兩岸當前能努力、應努力、可努力的目標，而詐騙犯罪又

是當前兩岸民眾所面臨最嚴重而普遍的危害，若兩岸政府能加速詐騙手法、詐

騙犯罪情資的交換，並加強對兩岸民眾宣導防詐騙方式，在兩岸民眾提高警覺

中，必有效遏止詐騙案件的發生，也為兩岸進一步共同打擊犯罪奠下堅實基

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