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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請自來包裹藏危機貨到付款詐騙新手法

詐騙防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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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優新聞網 2021年7月30日記者范詩敏報導

防疫期間民眾多用網路代替馬路，沒想到竟成為詐騙集團眼中肥羊。有民眾收到「不請自來

」的包裹，到超商付完錢後才知道上當了。消基會認為，超商應嚴選合作夥伴，一旦發現同

樣案件屢次出現就須主動通報，而民眾也應提高警覺心，面對莫名其妙的貨到收款包裹，應

仔細查證後再取貨，以免麻煩找上身。

呂小姐是網購一族，有次在接到超商取貨簡訊，不疑有他直接付款領貨，回到家拆開包裹才

發現根本沒有購買該商品。一再和超商斡旋之下終於取得所謂「代寄公司」資料，豈料代寄

公司不斷推拖因個資法，不提供供貨商資料，卻要索取呂小姐銀行帳戶資料，呂小姐只好自

認倒霉。

近來常出現以「超商貨到付款」或「宅配到家」模式，對不明究裡的消費者進行詐騙，這種

多數為「境外包裹」。內政部警政署165防詐專線建議，民眾收到簡訊或直接收到宅配商品，

務必先查證後再付款。萬一不小心付款了，第一，打給寄件人辦理退款；第二，沒有寄件人

，詢問宅配業者或超商寄件人的聯絡方式；第三，寄件人電話打不通，Line已(不)讀不回，將

包裹託運單清楚拍照後，到各地警察機關報案。

消基會指出，作為交貨取款的超商平台，扮演著防止詐騙發生不可或缺的角色，倘若便利商

店更積極「嚴選合作伙伴」，將可有效杜絕詐騙情事發生。因此可運用內部通報機制，將全

國轄下可能被詐騙的案件，進行通報和整合。

一旦發生「同一廠商、同一天被投訴發生3起可能的詐騙情事」時，便應立即將問題商家的往

來案款予以凍結，並停止提供服務。事後若確認該廠商涉及詐騙屬實，更須立即將其下架。

消基會呼籲，網購平台業者對於消費者的交易個資須加強保護，而消費者對於近年來猖獗的

「不請自來」貨品包裹，最好不要冒然取貨；對於宅配到府及付款的貨品包裹，務必事先向

家人詳細查證之後，才能簽收付款。

更要留意貨品包裹上寄件人託運人的資訊是否「完整或清楚記載」，如有記載不完整或不清

楚的可疑之處，就該拒絕收受。只有民眾提高警覺不冒然取貨，才是防止「不請自來」詐騙

的最後一道防線。



台灣好報 2021年11月11日

【記者廖承恩／雲林報導】詐騙老梗「猜猜我是誰」又出現了，崙背鄉一

名江姓婦人日前到崙背京城銀行要匯新台幣35萬元給姪子，幸好機警的行

員吳鈺淳察覺有異，立即請該行經理林美伶通報崙背分駐所警員康士治到

場協助，成功阻止婦人遭騙。

警方表示，這名江姓婦人(71歲)接獲不明來電誤以為是自己的侄子，因欠他

人貸款為由要向江婦借35萬元，並要求江婦匯款至指定帳戶。當江婦到京

城銀行崙背分行要匯款時，行員郭怡婷及經理林美伶發現匯款的收款人不

是江婦侄子的名字，便通報崙背分駐所派員到場。

警員康士治到場發現確實是常見之假親友手法詐騙，江女原本信誓旦旦覺

得就是侄子要借錢，康員便協助撥打真正的侄子電話加以查證，終讓江婦

驚覺險些遭詐，並感謝警方及行員的耐心勸說。

西螺分局為表揚銀行人員的機警及熱心，今(11)日上午由副分局長龔昶銘代

表分局長張明盛前往京城銀行崙背分行致贈感謝狀。警方藉此再次呼籲如

接獲詐騙電話務必一聽（先聽）、二掛（掛斷電話）、三查證（立即掛掉

電話，先撥打「165」反詐騙專線諮詢、撥打派出所電話或110報案）以免

受騙上當。

猜猜我是誰詐騙老梗現蹤崙背京城銀行與警成功阻詐

詐騙防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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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廣播公司 2021年11月12日

高雄市一對小情侶日前暴斃在投宿的摩鐵裡，警方調查，兩人的死因疑跟毒品

有關，深入追查緝獲近4000包毒品咖啡包和K他命等各式毒品，拘提販毒集團6

名成員到案。（溫蘭魁報導）

日前，高雄市一對小情侶在鼓山區一間汽車旅館暴斃，警方追查發現，兩人的

死疑似跟毒品有關，11月9日在左營區查獲一個隱身在民宅裡的毒品批發中心

，緝捕的過程中，辦案人員爬上民宅屋頂抓人，驚擾到附近住戶，有民眾把警

方抓毒販的過程拍了下來，其中兩名毒販看到警察躲進屋頂的水塔，都被辦案

人員揪了出來。「現在是怎樣？抱歉，警察抓人！抱歉！手伸出來啦！黑衣服

的你是聽不懂人話嗎？」

警方當場逮捕陳姓等6名販毒集團成員到案，並查扣總重1萬4762公克的毒品咖

啡包有3931包、10包K他命、一粒眠以及疑似販毒所得58萬多元。高雄市刑大

偵三隊長林建全形容現場像是一個毒品批發中心，各式各樣已經分裝好的一些

毒品咖啡包，由小蜜蜂到現場批貨，然後到各網路去販售。

警方調查，其中年僅23歲的夏姓男子疑似是這個毒品批發中心的幕後金主，並

透過網路販毒。全案偵訊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送辦，其中3人遭到收押。

毒 家 聞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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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了毒梟！

高市小情侶疑吸毒暴斃警衝毒咖啡批發中心



三立新聞網 2021年11月15日

大陸中心／周羿彣報導
中國四川3名男子上午相約去一家羊肉店吃米線，沒想到卻被警方驗出毒品反應，讓3人
大呼冤枉，堅持自己絕對沒有吸毒，員警也覺得3人沒有吸毒症狀有些奇怪，追查之下
才得知，竟是羊肉店老闆為了讓湯頭更鮮美，在燉煮時放了罌粟。
根據《紅星新聞》報導，中國四川攀枝花市米易縣公安局白馬派出所員警在辦理一起治
安案件時，對5名嫌疑人進行尿檢，發現其中3人尿檢呈陽性，3人一聽直呼冤枉、絕對
沒有吸毒，員警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與核實後，發現3人沒有吸毒史與吸毒症狀。
正當摸不著頭緒時，其中一名嫌疑人表示，3人上午相約去一家羊肉店吃米線，員警立
刻聯絡市場監督管理員進行突擊檢查，果真在廚房裡查獲罌粟果，湯底的檢測結果呈陽
性，含有罌粟成分。警方隨即和市場監管人員對同類型店家進行檢查，沒想到還真的在
另一家羊肉湯鍋店中驗出嗎啡成分超標。
羊肉老闆也坦承，他是為了讓羊肉湯的味道更加鮮美，所以才會在湯裡面放了罌粟。雖
然曾聽說有人在羊肉湯裡放罌粟被抓，但還是心存僥倖，覺得不容易被發現，沒想到警
方這麼快就找上門來。目前，涉案店家因涉嫌生產有毒食品罪，被當地警方依法採取刑
事強制措施，案件也正在進一步辦理中。

許多網友紛紛留言，「萬一有過往吸毒史又一個人去吃，要說清楚真心不容易」、「我
們這邊一家串串店，一天不吃就感覺缺點啥，成天想著去，後來查出來湯裡加了罌粟殼
」、「我們都禁止種植罌粟了，所以哪來的果殼」、「難怪有些食品吃了上癮」、「這
個是很多餐飲店的潛規則了，只是外行不知道」，還有人開玩笑「我懷疑奶茶裡面也有
，不然我怎麽都戒不掉呢」。

三立新聞網提醒您：
莫逞一時樂，遺害百年身！
拒絕毒品珍惜生命
健康無價不容毒噬

毒 家 聞新

羊肉店老闆偷加料 3客驗出吸毒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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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釣魚簡訊詐騙頻傳 消基會提出4招防詐

簡訊內容勿載入網址 增延遲轉帳生效選項

消 費 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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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范詩敏報導 2021-03-04

最近不少民眾收到銀行簡訊，點入內容中的網路連結，並輸入個資和銀行帳號密碼，才發現

遭到詐騙，辛苦存下的錢已不翼而飛。消基會今(4)天提出防止詐騙4大招，包括呼籲金管會

要求銀行不得在簡訊加入網址連結、民眾可延遲轉帳生效、不主動開通網路轉帳功能及針對

民眾進行數位教育，有效防範民眾錢財損失。

近期銀行簡訊詐騙事件頻傳，根據刑事警察局統計，從今(2021)年1月27日到2月2日止

，全國警察機關受理「涉及假冒國泰世華的釣魚簡訊」檢舉案就有89件，其中被害人帳戶遭

盜用的報案有25件、財損金額超過518萬元。

刑事警察局研判，此種詐騙行為已連續2週密集出現，詐騙者都是利用接近週五連假前夕發

送釣魚簡訊，假藉國內不同金融機構名義，製作了數十個不同的釣魚網站，嚴重影響國內金

融安全。

消基會提出4點保護消費者的具體作法。第1，金管會應嚴令銀行業對消費者發送簡訊時

，內容不得載入網址連結，以利用戶清楚知道一旦簡訊出現「網路連結」，一定就是詐騙訊

息。並要求銀行業者廣為宣傳，讓消費者能立即清楚、正確的判斷，不會受騙上當。

第2，當銀行發現消費者手機號碼更動，應立即通知原手機用戶，同時限制使用轉帳，

並立即通知消費者臨櫃申辦「通知手機號碼變更」，以有效阻絕詐騙集團詐財得逞。而金管

會應督促銀行增加「遲延半日或1日的轉帳生效」的約定選項，讓用戶有時間進行風險控管

，有效保護民眾遇詐時不會受到財產損失。

第3，詐騙集團猖獗，銀行應要求民眾臨櫃申辦才能開通網路銀行轉帳功能，或是讓民

眾擁有遲延半日或1日轉帳生效等選擇權，而消費者應量力採用轉帳金額設定上限措施等防

患思維，以防範財物受損。第4，主管機關應督促企業做好防詐教育，教育消費者如何避免

上當、受詐，尤其企業在行銷與服務的過程已享有相當的經營利潤，就應撥付相當比例進行

數位教育，降低數位知識的落差，更可培養防詐能力。

【2021-03-04 卡優新聞網】



《小心有毒-二甲基黃》世紀之毒！

禁用於食品的工業色素「奶油黃」

消 費 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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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新聞 110.11.11
〔健康頻道／綜合報導〕為了使人造奶油能夠擁有如天然奶油般的淡黃色，
過去業者在製造過程中會添加二甲基黃，直到其致癌性被證實以後，才禁用
於食品，然而，環保署毒物及化學物質局表示，台灣近年來爆發的毒豆干事
件，都是因為廠商違法添加二甲基黃。

毒化局指出，二甲基黃又名「奶油黃」，在20世紀初期人們主要使用的色素
，一種是胭脂樹籽製成的天然染料，另一種就是二甲基黃，二甲基黃常用於
人造奶油，使其呈現天然奶油般可口的淡黃色。

二甲基黃可利用煤焦油成分中的分子合成得到，還能合成出紅色、橘色、黃
色、綠色和藍色的偶氮化合物（diazo）。1930年代研究顯示，餵食大鼠二甲
基黃2-3個月以後，發現大鼠罹患肝癌，於是各國開始禁用偶氮染料用於食品
中。

毒化局說明，現今在人造奶油的成分中已經找不到「奶油黃」了，多用於工
業上用於造紙或皮革等非食品的黃色染料，但台灣在1987年及2014年都曾傳
出有不肖業者在豆干類製品中違法添加二甲基黃作為染色劑。

環保署於2017年9月26日公告二甲基黃為第四類毒化物，從源頭加強管理其流
向。另外，根據食藥署公布的《食品添加物標準草案》，食品添加物採取「
正面表列」，只有列在清單中的才可以添加，新的成分在通過食品添加物的
毒性試驗前，不能添加到食品中，以降低有毒物質流入食品的風險。



不只奶油！麵包店「4種麵包」別買 師傅：不懂的人才吃

三立新聞 110.11.14 生活中心／綜合報導

麵包鬆軟香甜，不只可以當早餐，小小一顆也適合當點心或消夜解嘴饞，不過麵包在製作上

使用不少精製糖及奶油，還有一些不健康的食材，專攻美食領域的搜狐號《小乾倩倩的遊戲

的美食》專欄就指出，麵包店「4商品」建議不要買，直言「只有不懂的人才喜歡吃！」

1、人造奶油麵包

「奶油」分為動物性奶油和植物性奶油（人造奶油），動物性奶油是從牛奶中提煉製成的，

而植物性奶油原料是液態植物油，經過氫化處理，才能成為奶油的固態狀，然後再加入各種

香精和色素調成跟動物性奶油一樣的顏色和口感。

植物油雖是健康的，但是經過氫化處理後，脂肪加工卻轉為「反式脂肪酸」，所以「人造奶

油麵包」還含有反式脂肪酸，不過這2種奶油聞起來還是有點區別的，動物性奶油香味更濃更

自然。

2、水果麵包

水果是一種健康的食物，有濃郁的果香，酸甜的口感，可以開胃解膩，但和麵包搭配的水果

有2種形式，一種是「鮮水果」，但別聽到鮮水果就覺得健康營養，因為要讓水果看起來鮮豔

，通常水果是不會洗得，水果洗了容易爛。而另一種就是使用「水果罐頭」，水果罐頭含有

大量添加劑，所以還是不要買。

3、「假的」全麥麵包

全麥麵包是用全麥麵粉（沒有去掉外面麩皮、胚芽和胚乳的麵粉）做成的麵包，這種麵粉由

於含有麩皮、胚乳、胚芽，所以顏色比較黑，含有豐富的粗纖維和維生素等營養物質，但口

感粗糙，雖健康卻也不是那麼美味。對此，有些商人會加入「麵粉」提升口感，而且還可以

延長存放時間，不懂的人還以為全麥麵包沒有別人說的那麼難吃呢。

4、肉食麵包

麵包店裡肉食麵包一般有培根麵包、香腸麵包、肉鬆麵包等，這些肉食都有一個共同特點，

那就是看不出來原料是什麼肉，而培根和香腸還會加入香精和添加劑，這更不能吃，所以肉

食麵包最好不要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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