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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 湖 有 線 電 視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新聞自律推動委員會 會議記錄 

時    間 113 年 12 月 06 日 地    點 公司會議室 

主    席 主任委員 黃有評 記    錄 陳淑惠 

出席人員 
外部委員:主任委員黃有評、謝聰明委員 許淑芳委員 

內部委員:副總經理鄧盈麟、副總經理陳羿廷 

壹、 開場：主任委員黃有評： 

一、 討論主題：   如何協助打擊詐騙手法？ 

主任委員 黃有評： 

依据澎湖縣政府警察局在 113 年 12 月受理詐騙案件 27 件，與往月相比，案

件數量顯著下降，這是反詐宣導工作的初步成果，然而，12 月的數據仍揭示了

一些重要趨勢和挑戰，根據統計，12 月的被害人年齡分佈中，以 20 至 29 歲的

年輕族群最多（10 人，占比 37%），其次為 10 至 19 歲的青少年（6 人，占比

22%），在職業方面，高發性族群為學生（8 人，占比 29.6%）、服務業人員（6

人，占比 22%），以及軍人（5 人，占比 18.5%）。 

   根据警察局指出，詐騙手法以假投資高居榜首，12 月共發生 7 件，占比     

25.9%；  其次為中獎通知 5 件，占比 18.5%。12 月的財損金額高達新臺幣

565 萬 4724 元。統計澎湖 113 年全年，共發生詐騙案件 516 件，累積財損金額

達新臺幣 1 億 9519 萬 118 元，其中假投資詐騙案高達 137 件，占比 26.5%，

造成財損新臺幣 1 億 2997 萬 6144 元，為最具危害性的詐騙類型，在 113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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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詐騙案件數量雖然下降，但假投資詐騙仍是影響最廣、財損最重，未來反詐

宣導聚焦於高危險族群（學生、軍人、服務業、工人），並結合多媒體平台、案

例解析及法律修訂進行廣泛宣導。同時，加強與金融機構合作，對高風險交易進

行預警及攔阻，進一步阻止財損擴大。 

委員/陳羿廷 

打擊詐欺犯罪是一場持久戰，春節過年前夕往往是詐騙發生的高峰期，提醒鄉親

切勿輕信陌生訊息，涉及金錢轉帳匯款時務必謹慎查證，若遇疑似詐騙情形，立即

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或搜索打詐儀錶板網頁查詢，只有結合全民力量，才能有效

降低詐騙案件發生，守護民眾財產安全。 

委員/謝聰明 

寒假將近，許多年輕學子常利用假期間尋找打工機會，詐騙集團通常會在時下年

輕人喜歡的社群媒體中，投放條件優渥的打工廣告，且門檻低、免經驗、免學歷，

再搭配高薪資，吸引許多無社會經驗的青少年加入，而許多缺錢花用或是價值觀扭

曲的青少年，明知工作內容是不法行為，還是為了優渥的報酬不惜一切代價，遭詐

騙集團吸收為提領現鈔的車手、取人頭帳戶的取簿手、送錢到詐欺水房（帳房）的

收水手，以及打電話的機房等，甚至還鼓勵介紹同儕加入，一個拉一個。 

記者除了要幫警察局多宣導外，也要提醒家長及少年們，詐界集團通常以未成年犯

罪被抓到不會有犯罪紀錄、不會被關、不用負擔刑責等話術誘騙青少年擔任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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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青少年誤信其言涉入詐騙迷失，故在假期中求職務必提高警覺，千萬不要因一

時疏忽或貪心，而誤入求職陷阱，成為詐騙集團利用的對象，除需負擔刑事責任

外，父母親也將面臨被害人的鉅額求償。 

委員/許淑芳 

   近年在民間與政府全力打詐.防詐也具有成效，但是還須靠全民一起來，小心求

證，最好打 165 反詐騙專線，由警察人員出面，這必須提醒家中長者知悉，因為

被以青少年及老人家居多。 

委員/陳羿廷 

媒體應善盡企業責任，幫忙宣傳，讓民眾識詐進而反詐，亦也協助警檢各方舉辦

活動，深入社區鄰里宣傳，使民眾有危機意識，提高警覺。 

委員/鄧盈麟 

打詐、防詐無孔不入，知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不只靠政府力量，全民要一起來，

方能有效阻止。 

委員/黃有評-總結 

詐騙集團手法不斷翻新，即使不斷利用各種方式宣導，民眾仍可能稍微不慎即

受騙上當，為了保護受害民眾盡量減少損失，針對詐騙款項的攔阻，一直都是警

政重要措施，其中有越來越多金融機構及超商等民間企業一起配合，善盡企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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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責任，全民協力合作，正是阻絕詐騙核心的關鍵。 

另外也呼籲民眾，萬一發現自己疑似遭受詐騙時，應保持冷靜，切勿輕信來電者

指示操作任何轉帳或個資提供，並請盡速撥打 165 專線報案，以提高詐騙款項攔

阻的機率。 

肆、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