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販賣的台灣人們」─揭開台柬詐騙產業鏈下的吃人陷阱 
  

 

 

 

 

 

 

 

 

 

 

 

 

 

 

受害者的面貌也非常多元，從年輕人到中年人，從高職畢業到國立大學畢業都有。有

的人社會經驗不足，也有人為了高薪一搏；他們之間，有人以為是去做單純的工作，

但也有人知道自己要做非法詐騙。 
 

皮皮（化名）高職畢業後曾有工作，但意外懷孕後為了獨自扶養女兒，而進入八大行業，卻遭遇疫

情而被迫停業。6月時，一位台灣人向她提出一份 25,000美元的「包養單」，就此展開險途。 

 

28歲和 30歲的情侶冠傑和怡安（均為化名），也在網路上接觸台灣的人蛇集團，最後被騙到柬埔寨

西港的詐騙園區。在疫情期間開的店面倒閉後，冠傑負債百萬，情侶檔在 Facebook 社團找到了一起

出國工作的機會；他們實體見面、簽約、做 PCR，一條龍包辦完成，不到一週就飛抵金邊。 

   

近來接連發生的台灣人遭誘騙至柬埔寨

從事電信詐騙案件，受害者遭拘禁、毆

打、電擊、勒贖、轉賣乃至性侵，駭人

手法震驚國人，卻也引發嘲諷、批評受

害者貪婪、輕易上當的輿論。然而，這

些事情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因為高薪的引誘、嚮往國外工作、疫情

下求職不易、想賺快錢等各式原因，使

他們成為人蛇與詐騙集團的目標。 



許多台灣的年輕人，遭高薪工作機會誘騙、被販賣到詐騙園區的案例，在 2021 年開始明顯增加。根

據外交部提供的數據， 200 多位在柬國和緬國提出陳情的台灣人，目前只有 52位順利返國，僅四

分之一。台灣的受害人數，可能遠高於官方掌握的數字。內政部警政署推估大約有上千位台

灣人，在柬埔寨、緬甸被控制拘禁，下落不明。 

 

刑事警察局國際刑警科偵查第二隊副隊長葉泰志說，這些人蛇集團會在 Facebook社團裡，刊

登各種類型的工作機會，包括會計、博弈客服、甚至是海外工程人員；接著會提供多

種誘因，偽裝成一個正式發包的工作，還會印製精美 DM、工地施工圖，有些還簽訂契

約，弄得像真的。這之中也有是朋友騙朋友、同鄉騙同鄉，甚至還有原住民青年騙自己的族人。 

  
 

《報導者》採訪到一對在金邊的未成年中國情侶，他們本來想在家鄉開一間紋身店，但在 2020年被

一位陝西省西安市的同鄉騙到柬埔寨後，受困在西港 1年多才被救出來。男生在園區裡被刀砍、被

電擊、被菸頭燙。逃出來後，身上都是傷，上手臂還有被詐騙公司員工砍出約 20公分的刀疤。

他也提到，裡面根本賺不了錢，詐騙公司會東扣西扣，連「鍵盤磨損、呼吸空氣都要錢」。 

   



國立大學畢業的羽棠當過芳療師，因投資失利而急於找到賺錢機會。在詐騙園區的第一次「面試」

後，她嘗試提出辭職，卻看著同行男生被當場電擊，嚇得說不出話。幸運返台的羽棠正協助營救其

他受害者，她也決定以本名受訪，希望警惕更多人。  

 

「網路的求職千萬不要輕易相信，不管你是多走投無路，如果你相信這個，等於是把

自己的命給賠掉。關鍵字呢？應徵海外工程師、海外遊戲員、應徵海外博弈客服、應

徵海外職場秘書、海外房仲，這幾個只要是在東南亞地區，泰國、緬甸、柬埔寨都要

小心。（如果）有包機票、包住宿，也都要非常小心。」 
 

 

 

 

 

 

 

 

 

 

 

 

 

 

回到台灣的皮皮，必須吃安眠藥才有辦法入睡，晚上有時仍會夢到她被電擊的畫面。即使會遭受網

友攻擊，或有人罵這群受騙的人太笨，皮皮還是決定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 

 

「不想要其他人跟我受到一樣的創傷，」皮皮說出她站出來的原因，「我曾經在裡面過，雖然

我不是什麼有影響力的人物，但我想至少還能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在英國創辦社會企業，專注在人口販運研究的江玉敏強調，譴責的鎂光燈必須聚焦在加害者身上。 

「受害者不該因此被笑笨或活該。不是信任或天真不該存在，而是犯罪不該存在。」 
 

 

 

 

文章擷取自「報導者」 

「是台灣人賣了台灣人」─逃離柬埔寨詐騙園區，人口販運倖存者的自白  

文字：陳映妤/攝影：陳曉威/設計：江世民 

https://www.twreporter.org/a/cambodia-taiwanese-human-trafficking-

survivors?utm_source=facebook&utm_medium=fanpage&utm_campaign=fbpost&fbclid=I

wAR25Ooi1yaWvzuXiTDAsqC01PaDzs2roLBX7_Y0Vuh2dWnfaEBG8E5JUT2Q 

  



班級閱讀入選心得 

「被販賣的台灣人們」─揭開台柬詐騙產業鏈下的吃人陷阱 

 

班級:料一真        姓名:龔家萱  

心得:從這篇報導可以看出現在很多年輕人缺乏危機意識，我想不是教育方面的問題，而是現在的年

輕人都想找輕鬆的工作，想當然這是不可能會有的，當然我認為如果那些受害者有被救出來的話一

定要勇敢的說出自己的遭遇；提醒更多人注意這些非法詐騙。還有我覺得不能說話該什麼的，如果

這些人沒有說出自己的遭遇，我想受騙的人遠比現在更多，而且最痛苦的就是那些受害人了。 

 

班級:料一善        姓名:黃澤鈞 

心得:近年來許多台灣人因各種誘因被騙去柬埔寨，但其實不是人們被騙的問題，而是犯罪本來就不

該存在，希望我們可以藉由這次的受騙教訓讓我們別輕易的相信網路的資訊。 

 

班級:訊三真        姓名:郭迦睿  

心得:我覺得文章中提到的「受害者不該因此被笑笨或活該。不是信任或天真不該存在，而是犯罪不

該存在。」這句話說得很好，當悲劇發生時我們不該總是檢討受害者，而是了解事情經過，並對受

害者施以援手。 

 

班級:美三真        姓名:柳美祝 

心得:看見這些受害者心裡蠻心疼的，因為可能大家在這社會遇到太多善良的人。就這樣輕易地相信

他人。在這詐騙當中，當然有些人是逼不得已的，被迫打給家人朋友，最可惡的是坐在最頂端的那

些頭頭，為了賺那些髒錢，用沒人性的手段欺負著那些為了賺錢的人，挺可惡的。 

 

班級:美二善        姓名:黃晶 

心得:人在巨大的經濟壓力下得知可以賺錢的機會，有更大的可能不顧一切去應徵、去相信他人的花

言巧語，造成受害人中有被欺騙和知法犯法者的局面。媒體接受被害者的委託後將事件攤在我們閱

聽人的耳目之下，希望可以減少受害者的舉動，而非檢討受害者的聲浪，但大多數人並非當事者，

我們無法對此事感同身受或相知相惜，不願給予幫助也不想深入了解個人狀態，身為閱聽人的我

們，不批評就是對受害者的一種友善了。 

 

班級:土三善        姓名:孫華君  

心得:近年來台灣詐騙越來越多，在媒體識讀這方面還需加強倡導，有些人看到高薪就被利益蒙蔽了

一切，可能在自身經濟環境上遇到瓶頸才會被詐騙，最後還是呼籲不要輕信各大社群網站的資訊，

以免受騙。 

 

班級:土一善        姓名:黃建順  

心得:我覺得柬埔寨騙人有錯，但是被騙的台灣人沒有經過多次思考就相信也不對。仔細想想，真的

會有那麼輕鬆又高薪的工作嗎？俗話說：「三思而後行」，那些被騙的人大多數是被金錢蒙蔽了雙

眼，或者是因為親友推薦而輕易相信。即使有那麼多新聞報導，連警察也親自到機場攔人，網紅

「Bump」也拍影片宣導，卻還是那麼多人慘遭毒手。這趟去柬埔寨的飛機一去不復返，希望看到高

薪徵才的人們可以多思考幾次，避免再有更多人受害。 



 

班級:土一善        姓名:張馨尹 

心得:每次我們只要接到詐騙電話就會很不開心，雖然有些人是想賺大錢所以故意去騙取他人的財

產，但是有些人則是逼不得已才去做的，甚至有一些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做的居然是這種工作，

為了不要變成這種人，並且改變這種狀況，我們應該趁現在可以好好讀書時努力用功，讓以後成為

有用的人，而不是靠騙取他人的財物來賺錢。 

 

班級:建一真        姓名:朱宇翔  

心得:我覺得不應該放大檢討受害者，需要譴責的人是加害人，每個人都有犯錯的時候，不是每個人

都十全十美，這篇文章也讓我更加警惕詐騙，也讓我清楚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所有的事情都需要

腳踏實地，靠自已雙手爭取，因此也希望還受困國外的人，無論哪一國的，大家都可以平安回家。 

 

班級:建一善        姓名:翁靚璇  

心得:疫情帶來的經濟重創導致許多失業，國民輕易的相信高薪工作，而這種種也反映出政府對於詐

騙的相關知識宣導的並不落實，或許要先從國內開始轉變，才能使這種情形減少，而企業等機構也

應該要適當提高薪資等改變措施，而不是時數長、工資少；在這因疫情等種種因素的時代，大家應

都要共同去面對，而不是一味責怪被騙局所設計的台灣人。 

 

班級:會二真        姓名:吳盈萱 

心得:柬埔寨詐騙事件，是最近值得關注的議題，多數人被「高額薪資」這種字眼騙出國工作，結果

不但錢沒賺到，還被性侵、毆打、活摘器官，就算最後僥倖逃脫，但也造成很多受害者一輩子的陰

影和創傷。我覺得對於那些受害者的遭遇，我們不能以看戲般的態度去看待，應該多給他們鼓勵而

不是譴責，真正應該受到懲處的是那些狠毒的犯罪集團。  

 

班級:會一真       姓名：蕭湧奕   

心得:最主要還是要告訴各位，想要一夕之間就能賺到大錢，是非常困難的，而且待遇不可能那麼

好，還是腳踏實地，一步一步賺錢的好，畢竟現在的詐騙實在是太多了，還故意把條件寫得特別

好，好讓這些頭腦只想賺大錢的人跳入坑，所以請小心不要被詐騙。 

 

班級:會一真       姓名：洪郁婷   

心得:在這篇文章中，有人提到自己被騙去柬埔寨的經歷，其中提到他們的事件過程，大眾一定會覺

得不可思議，為什麼一個人好好的會被騙，可能是家庭因素，也有可能是不得已，家境不好、有父

債或是金錢上的困難，所以只能多去宣導，不要讓大家受騙。 

 

班級:會一善       姓名：黃姿怡   

心得:這件事情今年我才知道，因受害者居多這件事才受到關注。疫情的問題讓許多人失去工作且尋

找不到工作，剛好看到了這種薪水高的工作而去相信，以為出了國到了那裡就能領高薪，可惜不知

道這是場騙局。很多案例是遭自己朋友欺騙，希望不要再有我國人民被欺騙了。 

 

 

 

 



班級:會一善        姓名:史孟純 

心得:台灣人在柬埔寨很受歡迎，因為口音的關係，可以詐騙到的人很多，疫情的關係使很多人求職

困難，才走上這條不歸路，有些人是走投無路了，並不是笨，人在失志的情況下，很容易失去理智

而去相信，可能他們想著「現在生活那麼慘了，還能多糟？」，大家都把焦點放在受害者身上，但更

該把焦點放在加害者身上，沒有加害者，就沒有受害者，我們應該更努力宣導此件事的危害，不要

再有國人受害了。 

 

班級:廣二真        姓名:陳冠璇 

心得:之前總是覺得那些詐騙訊息一看就很假怎麼會有人被騙，但看了那麼多的實例就覺得人蛇販賣

離自己很近。辛苦各人員的宣導也希望受騙人數也不要增加，那些人蛇集團真是太可惡了！！  

 

班級:廣二真        姓名:盧宣伃  

心得:之前看到這些相關新聞，只覺得這些人也太笨了吧，怎麼會去信這種事情；但自己試著換位思

考後，才想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情況，並不是所有人都跟我自己一樣過著安穩的生活。希望那些還

困在柬埔寨或其他地方的人都能再次跟自己的家人見面，也希望不要再有人被騙過去了。 

 

班級:廣一真        姓名:蘇俞蒨 

心得:我覺得大家對網路上的事物都應該抱著警戒心，無論有多走投無路，都千萬不能輕易相信網路

上的求職廣告，否則可能失去金錢、自由，甚至是性命。 

 

班級: 廣一真        姓名:蕭潔  

心得:不要為了貪圖錢財而賠上生命，網路雖然好用又方便，但不見得全部都可以相信，在這樣處處

是風險的環境下，更是要提升自我保護意識。 

 

班級:電一真        姓名:尤湘沂  

心得:常有人因為各種不同原因背負著巨大債務，而因此走上一條不歸路，有人去跟地下錢莊借錢，

擺爛一點就例如：吸毒、運毒等，有心想賺錢還債的就會被網路上許多騙局所迷惑。柬埔寨這件事

鬧得沸沸揚揚，甚至有台灣人出手營救，但獲救者也僅僅只有受害者的十幾分之一，受害者還受許

多辱罵，檢討受害者這種心態也出現在性侵害等事件身上，現在的社會應該杜絕犯罪的發生，而非

用有色眼鏡評論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