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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統計，全台 2300 萬人中，LINE 就掌握了 2100 萬名活躍用戶、每天超過 10 億則的訊息量，為

此被不肖份子盯上利用 LINE 來進行詐騙。 LINE 官方強調，「掃描 QR Code 加好友，無需輸入任

何驗證碼」，如遇索取認證碼、驗證碼的，都是詐騙。 

 

▲除了有不肖人士會用各種話術提供 QR Code 要求掃碼，甚至還會有假的掃碼頁面，讓用戶「被登入」Chrome 網

頁版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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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小心掃了不明 QR Code 「被登入」怎麼辦？ 

2：關閉「允許自其他裝置

登入」不明裝置 
3：確認「豋入通知」訊息 

1：手動登出不明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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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 784 期：2023-10-16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7755 

【閱讀報告】 

     

    詐騙在台灣已是無所不在的難題，台大社會系名譽

教授孫中興的新書《詐騙社會學》，從歷史、心理甚至

愛情去解讀詐騙。我們究竟如何分辨每天接收到的資

訊，防止自己被騙？ 

    從柬埔寨到 PUA詐騙（搭訕藝術），詐騙已經成為台灣

民眾天天必須面對的難題。而《詐騙社會學》正是一本理解

詐騙的入門書。 

    作者是曾任教於台大社會系 35年的名譽教授孫中興。

他的研究興趣多元，除了詐騙以外，還包括眾多學生選修的

「愛情社會學」。本書即是以詐騙社會學課堂的授課內容，

擴充後整理成專書出版。 

    《詐騙社會學》不僅介紹詐騙歷史、分析詐騙元素，更

涵括為什麼我們會自我欺騙、孩童如何判斷「何時」該說

謊、戀人間會因什麼事而欺騙彼此等，主題多元。孫中興說，認識詐騙的真實面貌是一把雙

面刃，讓我們不被騙的同時，也能用來騙人。「每個社會都存在揭發和懲罰詐騙的制度。誠

實誠信的生活才是讓自己安身立命、社會永續的王道。」以下是本書內容摘要： 

    俄裔美籍作家柯尼可娃寫過一本書，叫做《騙局：為什麼聰明人容易上當？》，描述了

會被詐欺的受害人常見 5種特徵： 

一是社會交往較少的人，往往對詐騙的典型特徵不熟悉、不了解騙局運作的方式。尤其當事

人如果又不看新聞、接收新訊息，不知道這種詐騙手法其實都被報導或網路傳遍了。 

二是有強烈願望想達成某項重要目標，但又沒什麼希望完成的人，也容易受騙。這樣的人如

果通知他抽中頭獎汽車，要先付一筆錢才能把車領出來，用利誘的手法使他上當，便是「重

賞之下，必有詐騙」。 

三是對於詐騙的主題有強烈興趣、發自內心響應的人。詐騙主題可能是中獎、談戀愛、提供

職位等等。這時，缺錢、缺愛、缺工作的人就很容易上鉤。 

四是十分自信，認為自己特別精明或知識淵博，絕對不可能上當的人。要是我說自己是教詐

騙社會學的，誰騙得了我？但其實我是容易受騙的人，我們只能自我要求不騙人，不可能要

求別人不騙我們。 

五是毫無疑問地輕易認為別人是專家，並且聽從他們意見的人。有時，我們沒能力區分誰才

是專家，特別是當親人身患重病時，如果有人說我有能治癒重病的仙丹，但你得花 200萬才

能獲得。只要有一線生機救活親人，200萬算什麼呢？如果你心中有這麼奇怪的對話，那被騙

的可能性就非常高了。 

    我們常在新聞中看到的詐騙受害者，並非都符合描述，這很正常。這些資訊、實驗都是

整理出來的結果，百分之多少的人會這樣，不等於所有人都會這樣。這跟打疫苗的副作用一

樣，每一個人其實都是個案。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27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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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種詐騙手法 詐騙特徵 預防建議 

網拍詐騙 
一頁式網站：臉書、Line購

物方式 

選擇知名且有第三方支付的網

站進行購物。 

投資詐騙 
簡訊附加上連結網址：小成

本高獲利的話術 
投資請依循正當管道 

分期詐騙 到 ATM前解除分期付款 
ATM沒有解除信用卡分期付款的

功能 

貸款詐騙 
要求事先繳交費用或證件：

交費用就能美化信用紀錄。 

拒絕事先繳費與交出證件正

本。 

交友詐騙 
只有見過對方網站的照片：

以投資或生病等要求金援。 
一旦聽到對方需要資金幫助， 

股票詐騙 
要求加入 Line群組：群組中

有一位老師。 
直接拒絕加入投資群組中。 

博弈詐騙 「多贏少輸」的高賠率 拒絕參加博弈網站的遊戲。 

租屋詐騙 先付押金才能看屋。 
要求屋主或房仲出示相關證

明。 

網銀詐騙 
簡訊通知銀行帳號異常：點

選所附網址登入帳密。 

不要輕易點選任何簡訊內所附

網址。 

家庭代工詐騙 要求先繳費用或證件存摺。 

到知名求職網站找工作，而且

拒絕繳交存摺證件或費用等要

求。 

虛擬貨幣詐騙 高獲利、假老師、假網站。 

多方求證虛擬貨幣的相關資

訊；避免將個資與資金授權給

未知網站。 

帳戶異常詐騙 以簡訊通知銀行帳戶異常。 

銀行不會以此種方式通知客

戶，見到此種簡訊直接刪除即

可。 

 

文章來源：詐騙手法全公開，一篇教你不被詐騙的 5大絕招

https://carmoto.com.tw/archives/9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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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詐騙的 5大絕招 

 

 

    其實就算詐騙手法

日益翻新，不外乎就是

利用人的貪念而讓歹徒

有機可趁。所以當面對

高獲利、高報酬的機會

時，請保持冷靜的心態

來做判斷，再利用反詐

騙五大絕招，就能遠離

詐騙集團精心所設下的

陷阱。 

 

 

防範詐

騙5大招

多加利用

165反詐

騙專線

選擇第三

方支付網

購平台

安裝手機

來電顯示

的APP

不隨便點

選未知聯

結網址

保持冷靜

心態與勿

起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