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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詐欺犯罪專題分析 

 

花蓮縣警察局會計室 

108 年 5 月 

一、前言 

詐欺案件為本縣刑事案件中發生第四多，本文先簡述本縣近五年詐欺犯罪概況和犯

罪方法，再針對嫌疑犯及被害人分別做性別、年齡、職業及教育程度分析，文中各項數

據除特別註明外皆來自內政部警政署。 

二、詐欺犯罪概況 

 107 年本縣詐欺案件發生 460 件、破獲率 88.26％、嫌疑犯 518 人、被害人 712 人，

較 106 年發生 388 件增加 72 件(+18.56％)、破獲率 94.59％下降 6.33％、嫌疑犯 473 人

增加 45 人(+9.51％)、被害人 767 人減少 55 人(-7.17％)。 

 詐欺案件發生數近 4 年持續增加，破獲率近兩年皆在 85％以上，嫌疑犯人數增加為

五年前近 1 倍，其中女性占比皆 40％以下，被害人數相較發生數及嫌疑犯人數近三年較

為持平，其中女性占比於 107 年低於 50％。 

 

表 1：詐欺案件統計指標 

年度別 
發生數 

(件) 

破獲數 

(件) 

破獲率 

(％) 

嫌疑犯(人) 被害人(人) 

 女性(％)  女性(％) 

103 年 496 271 54.64 270 37.04 597 52.60 

104 年 323 255 78.95 344 36.05 567 53.26 

105 年 359 260 72.42 330 32.73 699 59.94 

106 年 388 367 94.59 473 37.63 767 52.15 

107 年 460 406 88.26 518 39.77 712 49.86 

107 年較 106 年

增減數 
+72 +39 -6.33 +45 +2.14 -55 -2.29 

變化率(％) +18.56 +10.63  +9.51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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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犯罪手法 

 詐欺手法日益變化，103 年詐欺手法前三名為「電話詐欺」、「假冒名義詐欺」、「詐

騙款項」，但在 107 年前三名卻為「假網路拍賣(購物)」、「假冒名義詐欺」、「解除分期付

款詐欺(ATM)」。 

 相較 106 年，「假網路拍賣(購物)」、「假冒名義詐欺」、「拒付款項(賴帳)」及「詐騙

銀行帳號密碼詐財(非臨櫃)」增加件數較多，而「解除分期付款詐欺(ATM)」及「偽稱

買賣」減少件數較多。 

 

表 2：108 年詐欺案件發生及破獲概況-按犯罪手法分 

犯罪手法 

發生數(件) 較 106 年 
破獲數

(件) 

破獲率

(％) 
 結構比 

(％) 

增減數

(件) 

增減率

(％) 

總計 460 100.00 +72 +18.56 406 88.26 

假網路拍賣(購物) 85 18.48 +36 +73.47 77 90.59 

假冒名義詐欺 77 16.74 +12 +18.46 55 71.43 

解除分期付款詐欺(ATM) 71 15.43 -12 -14.46 73 102.82 

拒付款項(賴帳) 58 12.61 +19 +48.72 65 112.07 

假稱傷病貧困 27 5.87 -3 -10.00 28 103.70 

偽稱買賣 23 5.00 -12 -34.29 19 82.61 

投資詐欺 19 4.13 +4 +26.67 17 89.47 

詐騙銀行帳號密碼詐財

(非臨櫃) 

19 4.13 +16 +533.33 19 100.00 

其他 81 17.61 +12 +17.39 53 65.43 

註：1.破獲數含破積案。 

 2.其他包括假冒機構(公務員)、色情應召詐財、重病醫藥詐欺、偽稱介紹等。 

 3.結構比尾數採四捨五入計列，細數之和與總計未必一致(以下各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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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嫌疑犯分析 

 107 年詐欺案件嫌疑犯 518 人，其中男性 312 人占 60.23％，女性 206 人占 39.77％，

女性人數及比例近 3 年持續增加。 

 

表 3：詐欺嫌疑犯概況 

年度別 總計(人) 
男性(人) 女性(人) 嫌疑犯 

性比例  結構比(％)  結構比(％) 

103 年 270 170 62.96 100 37.04 170.00 

104 年 344 220 63.95 124 36.05 177.42 

105 年 330 222 67.27 108 32.73 205.56 

106 年 473 295 62.37 178 37.63 165.73 

107 年 518 312 60.23 206 39.77 151.46 

註：嫌疑犯性比例係指每百名女性嫌疑犯相對男性嫌疑犯人數。 

 

(一)嫌疑犯年齡分析 

 107 年 518 人詐欺嫌疑犯中，以「24-29 歲」153 人占 29.54％最多，「18-23 歲」132

人占 25.48％次之，兩者就合占 55.02％，故詐欺嫌疑犯以 18 至 30 歲年輕人為主。 

 以犯罪人口率分析，嫌疑犯年齡「18-23 歲」和「24-29 歲」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區間。

男性及女性皆以「24-29 歲」最高，「18-23 歲」次之。 

 各個年齡區間男性的嫌疑犯人數及犯罪人口率皆大於女性。嫌疑犯性比例皆明顯高

於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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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07 年詐欺案件嫌疑犯年齡別 

年齡(歲) 

總人數(人) 男性(人) 女性(人) 
嫌疑犯 

性比例 
性比例  結構比 

(％) 

犯罪 

人口率 

 犯罪 

人口率 

 犯罪 

人口率 

總計 518 100.00 157.94 312 187.66 206 127.39 151.46 102.81 

0-11 1 0.19 3.27 1 6.26 0 0.00 -- 109.42 

12-17 14 2.70 74.01 11 111.27 3 33.22 366.67 109.47 

18-23 132 25.48 501.25 76 554.34 56 443.60 135.71 108.60 

24-29 153 29.54 561.12 92 647.16 61 467.40 150.82 108.93 

30-39 112 21.62 242.79 68 281.40 44 200.31 154.55 110.01 

40-49 55 10.62 109.77 35 137.64 20 81.05 175.00 103.05 

50-59 38 7.34 72.65 22 82.05 16 62.77 137.50 105.19 

60-69 13 2.51 30.14 7 32.96 6 27.40 116.67 97.01 

70 以上 0 0.00 0.00 0 0.00 0 0.00 -- 80.66 

註：1.各年齡層人數及性比例取自花蓮縣民政處。 

 2.犯罪人口率係指平均每 10 萬人口嫌疑犯人數。 

 

圖 1、詐欺案件各年齡層犯罪人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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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嫌疑犯職業分析 

 107 年 518 名詐欺嫌疑犯中，「有業」306 人占 59.07％，「無業」148 人占 28.57％，

其中「服務(不含保全)工作人員」159 人占 30.69％最多，「無職」129 人占 24.90％次之，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63 人占 12.16％再次之，三者共占 67.75％。 

 各種職業嫌疑犯性比例僅有「服務(不含保全)工作人員」低於 100，其餘皆男性多

於女性。 

 

表 5：107 年詐欺案件嫌疑犯職業別 

職業 總人數(人) 

男性(人) 女性(人) 
嫌疑犯 

性比例 
 結構比 

(％) 

總計 518 100.00 312 206 151.46 

有業 306 59.07 198 108 183.33 

服務(不含保全)工作人員 159 30.69 77 82 93.90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63 12.16 54 9 600.00 

技藝(技術)有關工作人員 34 6.56 29 5 580.00 

保安服務工作人員(含軍人) 12 2.32 12 0 -- 

專業人員 11 2.12 7 4 175.00 

駕駛及移運設備操作人員 9 1.74 9 0 -- 

其他 18 3.47 10 8 125.00 

無業 148 28.57 79 69 114.49 

學生 19 3.67 11 8 137.50 

無職 129 24.90 68 61 111.48 

其他(含不詳) 64 12.36 35 29 120.69 

註：其他包括「銷售及展示工作人員」、「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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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嫌疑犯教育程度分析 

 107 年 518 名詐欺嫌疑犯中，「高中(職)」394 人占 76.06％最多，「大專」44 人占 8.49

％次之，「國中」31 人占 5.98％再次之，三者共占 90.53％。 

 以犯罪人口率分析，「高中(職)」392.52 最高，「國中」80.28 次之，「大專」46.99 再

次之，其中男性各教育程度的嫌疑犯人數及犯罪人口率皆比女性高。 

 

表 6：107 年詐欺案件嫌疑犯教育程度別 

教育程度 總人數(人) 男性(人) 女性(人) 
嫌疑犯 

性比例  
結構比 

(％) 

犯罪 

人口率 
 

犯罪 

人口率 
 

犯罪 

人口率 

總計 518 100.00 157.94 312 187.66 206 127.39 151.46 

國小 1 0.19 2.56 1 6.97 0 0.00 -- 

國中 31 5.98 80.28 21 103.84 10 54.37 210.00 

高中(職) 394 76.06 392.52 241 434.26 153 340.91 157.52 

大專 44 8.49 46.99 23 48.62 21 45.33 109.52 

研究所(含)以上 0 0.00 0.00 0 0.00 0 0.00 -- 

不詳 48 9.27 … 26 … 22 … 118.18 

註：1.各教育程度人數取自花蓮縣民政處，其資料統計 15 歲以上現住人口教育程度。 

 2.由於「不詳」人數不存在於資料的類別中，故其犯罪人口率數值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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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害人分析 

 107 年詐欺案件被害人 712 人，其中男性 357 人占 50.14％，女性 355 人占 49.86％，

男性被害人數近五年首度高於女性。 

 

表 7：詐欺被害人概況 

年度別 總計(人) 
男性(人) 女性(人) 被害人 

性比例  結構比(％)  結構比(％) 

103 年 597 283 47.40 314 52.60 90.13 

104 年 567 265 46.74 302 53.26 87.75 

105 年 699 280 40.06 419 59.94 66.83 

106 年 767 367 47.85 400 52.15 91.75 

107 年 712 357 50.14 355 49.86 100.56 

註：被害人性比例係指每百名女性被害人相對男姓被害人數。 

 

(一)被害人年齡分析 

 107 年 712 名被害人數中，被害人年齡以「18-23 歲」及「24-29 歲」均 140 人各占

19.66％最多，「30-39 歲」114 人占 16.01％次之，三者合占 55.33％。相較於嫌疑犯年齡

集中在 40 歲以下，被害人年齡分布較為平均。 

 以被害人口率分析，以「18-23 歲」最高，「24-29 歲」次之，「30-39 歲」再次之。

其中男性在「18-29 歲」及「70 歲以上」高於女性，其餘年齡區間女性皆比男性高，以

上結論也可以從「被害人性比例」及「性比例」之間的差異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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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07 年詐欺案件被害人年齡別 

年齡(歲) 

總人數(人) 男性(人) 女性(人) 
被害人 

性比例 
性比例  結構比 

(％) 

被害 

人口率 

 被害 

人口率 

 被害 

人口率 

總計 712 100.00 217.09 357 214.73 355 219.53 100.56 102.81 

0-11 0 0.00 0.00 0 0.00 0 0.00 -- 109.42 

12-17 16 2.25 84.58 8 80.92 8 88.58 100.00 109.47 

18-23 140 19.66 531.63 76 554.34 64 506.97 118.75 108.60 

24-29 140 19.66 513.44 83 583.85 57 436.75 145.61 108.93 

30-39 114 16.01 247.12 57 235.88 57 259.49 100.00 110.01 

40-49 84 11.80 167.65 42 165.17 42 170.21 100.00 103.05 

50-59 96 13.48 183.54 36 134.26 60 235.38 60.00 105.19 

60-69 97 13.62 224.86 39 183.61 58 264.89 67.24 97.01 

70 以上 24 3.37 72.30 15 101.20 9 48.98 166.67 80.66 

註：1.各年齡層人數取自花蓮縣民政處，其中年齡總計含年齡不詳者。 

 2.被害人口率係指平均每 10 萬人口被害人數。 

 

圖 2、詐欺案件各年齡層被害人口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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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害人職業分析 

 107 年 712 名被害人中，「有業」386 人占 54.21％，「無業」249 人占 34.97％，其中

「服務(不含保全)工作人員」201 人占 28.23％最多，「無職」161 人占 22.61％次之，「學

生」88 人占 12.36％再次之，三者合占 63.20％。 

 以性別分析：除「服務(不含保全)工作人員」、「專業人員」和「無職」外，其餘皆

是男性被害人較女性多，其中「無職」的被害人性比例是所有類別中最低。 

 

表 9：107 年詐欺案件被害人職業別 

職業 總人數(人) 

男性(人) 女性(人) 
被害人 

性比例 
 結構比

(％) 

總計 712 100.00 357 355 100.56 

有業 386 54.21 210 176 119.32 

服務(不含保全)工作人員 201 28.23 95 106 89.62 

專業人員 46 6.46 23 23 100.00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 33 4.63 19 14 135.71 

技藝(技術)有關工作人員 22 3.09 15 7 214.29 

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20 2.81 14 6 233.33 

保安服務工作人員(含軍人) 14 1.97 13 1 1300.00 

其他 50 7.02 31 19 163.16 

無業 249 34.97 105 144 72.92 

學生 88 12.36 48 40 120.00 

無職 161 22.61 57 104 54.81 

其他(含不詳) 77 10.81 42 35 120.00 

註：其他包括「銷售及展示工作人員」、「農、林、漁、牧業生產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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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害人教育程度分析 

 107 年 712 名被害人中，「高中(職)」361 人占 50.70％最多，「大專」228 人占 32.02

％次之，兩者合占 82.72％。 

 以被害人口率分析：「高中(職)」359.64 最高，「大專」243.48 次之，其中男性被害

人口率於「國中」、「大專」及「研究所(含)以上」高於女性。 

 

表 10：107 年詐欺案件被害人教育程度別 

教育程度 總人數(人) 男性(人) 女性(人) 
被害人 

性比例  
結構比 

(％) 

被害 

人口率 
 

被害 

人口率 
 

被害 

人口率 

總計 712 100.00 217.09 357 214.73 355 219.53 100.56 

國小 25 3.51 63.93 7 48.80 18 72.69 38.89 

國中 32 4.49 82.87 17 84.06 15 81.56 113.33 

高中(職) 361 50.70 359.64 170 306.32 191 425.58 89.01 

大專 228 32.02 243.48 128 270.56 100 215.83 128.00 

研究所(含)以上 16 2.25 109.13 9 112.26 7 105.36 128.57 

不詳 50 7.02 … 26 … 24 … 108.33 

註：1.各教育程度人數取自花蓮縣民政處，其資料統計 15 歲以上現住人口教育程度。 

 2.由於「不詳」人數不存在於資料的類別中，故其被害人口率數值不明。 

 

六、結論 

1. 近 4 年詐欺案件發生數、嫌疑犯、被害人皆呈增加趨勢。 

2. 107 年犯罪方法以「假網路拍賣(購物)」、「假冒名義詐欺」、「解除分期付款詐欺

(ATM)」為主。 

3. 嫌疑犯性別以男性占多數，年齡以 18-39 歲為主，職業以服務業及無職居多，教育

程度主要為高中(職)。 

4. 被害人性別兩性人數約相等，年齡分布較為平均但仍以 18-39 歲為主，職業以服務

業、無職、學生居多，教育程度主要為高中(職)及大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