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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先生告诉记者，被敲
诈勒索后去查才知道哪些词
不能用。“敏感词太多了，我
们也搞不清。”他坦言，并不
了解广告禁用词语的准确范
围。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

任高艳东认为，网络
时代广告用语可

能有所夸张，
但 应 区 分

是 主 观
描述

还是客观定性。
“比如‘最美’和‘最安全’，

一个属于主观描述、一个属于
客观定性，应当有所区分，不是
所有情形都属于触犯了《广告
法》并要受到处罚。”他举例说，
一些广告描述中出现主观判断
的宣传语不会让消费者误解，
行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形也拥有
自由裁量权。

“一些商家是无意违法，法
律意识淡薄，的确不知道哪些
词可用哪些词不能用。极限词
的使用规定比较模糊。”根据

《广告法》第九条规定，广告不
得有使用“国家级”“最高级”

“最佳”等用语的情形，高艳东
建议，工商等相关政府部门应
当对广告词用语做进一步细化
的分类和界定。

他介绍称，定期公布详细
的广告用语、词汇的负面清单
和禁用情形，加强引导，既让商
家有便民信息可查的途径和依
据，也避免类似此案中犯罪嫌
疑人钻法律的空子，实施敲诈
勒索犯罪。

（向雪妮）

专家建议：公布广告用语详细负面清单

你家商品“最××”？
“极限词”团伙敲诈网店9000家

3人团伙以违反广告法为由投诉并威胁店主给钱私了 本案系全国首次批捕此类犯罪嫌疑人

网购商品秒拍秒退并投诉，投诉对象并不是商品，而是卖家在宣传语中使用了违反《广告法》的“极限词”。
今年5月，网店卖家周先生遭遇数次这样的投诉，发起投诉的买家随后索要赔偿，要求店主支付一笔钱“私了”，否则就向工商部门举报店家“违反《广告法》”。
7月中旬，在阿里安全的协助下，浙江省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分局打掉了一个专门在网上恶意投诉、敲诈勒索的“极限词流氓”团伙。犯罪嫌疑人吴某、陶某、刘

某三人利用商家不懂法、怕麻烦等心理，今年以来在网络上累计投诉9000余次，涉及商家近9000家，目前已查明的涉案金额超过6万元，警方仍在进一步核实相
关涉案情况。

警方透露，本案系全国首次批捕在网上利用极限词恶意投诉进行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

““你的店铺中使用了广告法极限你的店铺中使用了广告法极限
词词，，我投诉到工商了我投诉到工商了，，想要撤销投诉就想要撤销投诉就
到到QQQQ上来找我上来找我。”。”周先生在浙江嘉兴周先生在浙江嘉兴
开有实体公司开有实体公司，，主要经营宣传展示用主要经营宣传展示用
品品，，与此同时公司还在多个电商平台上与此同时公司还在多个电商平台上
线网店线网店。。今年今年55月月，，他在多个电商平台他在多个电商平台
都收到了买家投诉及索赔要求都收到了买家投诉及索赔要求。。

““这些人在网上下单就秒退货这些人在网上下单就秒退货，，只只
是为了形成一个订单是为了形成一个订单，，有投诉通道来联有投诉通道来联
系我系我。”。”周先生回忆说周先生回忆说，，对方付款后还没对方付款后还没
等到卖家发货等到卖家发货，，就提出了索赔要就提出了索赔要
求求，“，“说给说给20002000元就不追究了元就不追究了，，不不
给的话就投诉到工商给的话就投诉到工商、、法院去法院去，，到到
时候你们麻烦的事情多了时候你们麻烦的事情多了。”。”

““我们觉得做生意多一事不如少我们觉得做生意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一事，，第一次就给了第一次就给了 10001000元元。”。”周先生周先生
告诉记者告诉记者，，自己也不清楚网店在宣传中自己也不清楚网店在宣传中
使用的文字是不是真的违反了广告法使用的文字是不是真的违反了广告法，，

““做生意哪有不夸自己的商品的做生意哪有不夸自己的商品的，，我们我们
平常也尽量避免用平常也尽量避免用‘‘最好最好’‘’‘最优最优’’这样这样
的词的词，，但商品页面上那么多介绍在不断但商品页面上那么多介绍在不断
更新更新，，难免会有没注意到的地方难免会有没注意到的地方。”。”

投诉的人在投诉的人在QQQQ上告诉高先生上告诉高先生，，像像
““高档高档””这样的词都不能在页面上使用这样的词都不能在页面上使用，，
一旦工商局一旦工商局介入介入，，要罚一二十万要罚一二十万。。听到听到
这些这些，，周先生怕惹麻烦周先生怕惹麻烦，，想想““花点小钱就花点小钱就
算了算了”，”，最终以最终以10001000元的价格私了元的价格私了。。

在接到投诉后在接到投诉后，，他的网店马上就下他的网店马上就下
架了商品并调整了广告内容架了商品并调整了广告内容，，删除了相删除了相
关用语关用语。。由于在各个平台上货量大由于在各个平台上货量大，，偶偶
尔疏于管理商品链接里的广告用语尔疏于管理商品链接里的广告用语，，周周
先生在另一电商平台上的店铺再次遭先生在另一电商平台上的店铺再次遭
遇了类似的投诉遇了类似的投诉。。

这次这次，，对方的投诉索赔手法与之前对方的投诉索赔手法与之前
如出一辙如出一辙：：要求给钱私了要求给钱私了，，否则等着工否则等着工
商部门来处理商部门来处理。。经过几番交涉经过几番交涉，，周先生周先生
又给了又给了500500元钱私了元钱私了。。但他感觉但他感觉
事有蹊跷事有蹊跷，，随后向嘉兴市公安随后向嘉兴市公安
局南湖分局报案局南湖分局报案。。

下单秒退
只为联系卖家“索赔”

“我们接到报案后，在阿里
安全的协助下，侦查发现了一
个专门在网上进行恶意投诉、
威胁商家违反广告法进而实施
敲诈勒索的‘极限词流氓’团
伙。”浙江省嘉兴市公安局南湖
分局大桥派出所民警沈献介绍
称，接到周先生报案后，南湖分
局大桥刑侦队迅速展开侦查。
警方调取了嘉兴本地的类似报
案，初步了解到此类行为已涉
嫌犯罪。

警方查明，这个团伙由
三个人组成，他们利用网上

搜索得来的所谓“极限词
库”，在各大网购平台
上不断“物色”合适的

商家和链接，一旦匹配到
商家的页面上存在相关或相
似内容，便截图保留证据，并
通过秒拍秒退的方式形成订

单，以商品存在违反广告法
极 限 词 规 定 的 理 由 投 诉 商
家。

在投诉的同时，这伙人还
会上传在工商部门投诉的截
图，并引导商家转移到电商平
台外的聊天工具上“谈判”，进
一步威胁商家给钱，金额从几
百到上千元不等。

然而，据警方介绍，事实上
他们所投诉商家涉嫌违规的内
容，大多是牵强附会；那些所谓
向工商部门投诉的“截图”，经
鉴定也全是通过PS方式伪造
的，事实上并不存在。

“这些所谓的投诉中所指
的极限词，就是卖家在产品介
绍的时候使用的‘最××’等词
汇，夸大宣传。”沈献向记者解
释道，此类用语是否违反《广告
法》、如何处置应由工商等相关

部门认定，而非凭犯罪嫌疑人
一面之词。

“嫌疑人广撒网，在电商平
台店铺的产品简介里搜索几
个主要的极限词，只要一出现
就去付款然后投诉了。”这个
犯罪团伙成员有过开网店的
经验，办案民警介绍称，被害
人出于怕麻烦、不懂《广告
法》、担心生意受影响的原因，
就支付了犯罪嫌疑人索要的钱
款，少则四五十元，多达两三千
元。

7 月中旬，警方在金华义
乌、台州温岭抓获3名犯罪嫌
疑人，当场查获一批作案设备、
伪造材料。目前，三人已经被
检察院批准逮捕，据警方透露，
这是全国首次批捕网上利用极
限词恶意投诉进行敲诈勒索的
犯罪嫌疑人。

网上“广撒网”伪造工商投诉材料

据警方统计，该团伙今年
以来在网络上累计投诉 9000
余次，涉及商家近9000家，目
前已经查明的涉案金额超过6
万元，警方仍在进一步核实相
关涉案情况。

“被害人很少报案，每一单
被骗的钱不是特别多，有些网
店卖家担心被打击报复。警方
联系商家取证也较为困难，一
些卖家在接到警方电话后也并
不配合。”记者向办案民警了解
到，在案件侦办过程中被害人
出于一些顾虑配合度较低，加
上受害人数量庞大，取证难度
较大。

沈献分析，犯罪嫌疑人利

用了卖家的这一心理，在各
大电商平台上多次作案。他
提醒受害者，如果遇到此类
恶意敲诈勒索应及时向电商
平 台 反 映 情 况 或 向 警 方 报
案，不能抱着花钱消灾的心
态来应对。

“对于我们商家来说，在一
个平台上做也不容易。”周先生
坦言，这些犯罪嫌疑人要的钱
并不是太多，宁愿花点小钱“认
栽”。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
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分
析道，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
发展，此类违法犯罪成本大大
降低。

“犯罪嫌疑人到实体商店
实施敲诈勒索相对来讲成本很
高，也容易留下证据，敲诈多
了别人会报警。但是在互联
网时代，在网上可以快速实现
敲诈勒索三五千家。”高艳东
解释称，由于网络交流的非接
触性，犯罪成本降低，犯罪嫌疑
人可以躲在隐匿的网络 IP 地
址背后实施小额多笔的敲诈勒
索。

“面对这种犯罪行为，警方
取证难，店家维权成本高。”他
认为，犯罪嫌疑人利用了卖家
法律意识淡薄、不懂法以及怕
麻烦、花钱买平安的心理，多次
得逞。

商家“认栽”报案少 警方取证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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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