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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杉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就《网络交易
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征求
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网络交易经营者
不得删除用户不利评价。负面评价不得
删除本意是塑造公开透明的评价体系，却
由此滋生了“职业差评师”这个新行业。
这些人捏准了卖家害怕差评的心理，往往
会索要商品价格几倍的“赔偿”。

网购过后给个评价，这是再正常不过
的事情。可近年来，“职业差评师”的出
现，却把这锅水搞浑了。这些人以敲诈为
目的，扰乱了网购生态，对商家和平台造
成了干扰。商家和平台对此深恶痛绝，也
在情理之中。去年，淘宝以恶意评价涉嫌
侵权为由，将3个“职业差评师”告上法庭，
就得到了舆论的理解和支持。

阿里巴巴高级安全专家认为，差评师
最终损害的是消费者利益。如其所说，职
业差评师的出现，加大了商家的经营成
本，危及了互联网普惠精神，导致劣币驱
逐良币，“会把成本叠加给我们的消费
者”。其实，不管是否直接危及消费者权
益，是假的就要反对，只要违反法律就要
受到惩罚。

也正是因为如此，针对“职业差评师”
现象，舆论场上几乎是一片赞同声。也有
人提出，硬币有两面，与“职业差评师”相对
出现的是“职业好评师”。从量级上讲，“职
业好评”的现象比“职业差评”还要泛滥和严
重。而治“职业差评师”很难单兵突进，既
要治“职业差评师”也要治“职业好评师”，
治“职业好评师”也是治“职业差评师”。

“职业差评师”增加的成本是直接的，

也是可控的。商家不可能无限容忍“职业
差评师”的敲诈勒索，只要手握证据、告上
法庭，基本就会止损。而各大互联网平
台，也给商家提供了制度出口，帮助商家
在遭遇恶意差评时能有效地进行投诉和
举报。但“职业好评”不同，商家是受益
者、操作者，很难自动停下来。长期来看，
这会动摇消费者对评价体系乃至购物平
台的信心。一旦信心信任失去了，这个成
本将无限巨大，无法承受。

“职业差评师”与“职业好评师”有相
通之处，两者都是互联网生态出现病变的
结果。评价系统的出现，让电商诚信实现
了量化，这是电商平台得以发展的一个重
量级创新成果。可是，当互联网生态出现
问题时，评价体系也就产生了扭曲，往两
个方向发展，分别形成了“职业差评师”
和“职业好评师”。只要还有“职业好评
师”的存在，就说明根子有问题；而只要
根子有问题，又如何对“职业差评师”“斩
草除根”？

差评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差评师；
好评也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好评师。“职
业差评师”和“职业好评师”代表的灰色产
业，两者在本质是一样的，一个是给钱就
给好评，一个是不给钱就给差评，都是不
正当得利，都是互联网的毒瘤。一旦生态
系统被污染了，想要再恢复一汪清水，可
就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差评师”“好评师”一起治是个好思
路。因为职业好评的泛滥，现在很多消费
者已经产生“好评怀疑”，如果成为习惯性
怀疑，进而对整个电商产生怀疑，那对这
个行业来说，就是一个灾难。因此，治“职
业差评”也别忘了“职业好评”。

“差评师”“好评师”
一起治是个好思路

记者日前从浙江省公安厅获悉，自开展“净网2019”专项行动以来，已破获从事网络账号
恶意注册等各类“网络黑产”刑事案件262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47名。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叶泉

5 月 10 日上午，在江西省上饶市第五小
学教室内，女生何某的父亲王某建持刀将何
某同班男生刘某刺死。这一事件引发舆论的
广泛关注和热议。

值得警惕的是，这一事件中某些舆论有
点跑偏了。首先，有媒体报道王某建杀害男
生刘某是因为校园霸凌，根据是刘某长期欺
负王某建的女儿何某。其实，到目前为止警
方的公开通报是双方“发生纠纷”，并没有认
定刘某长期欺负何某的事实，也没有将事件
起因定性为校园霸凌。事实上，校园霸凌的
概念并不等同于所谓的“欺负”，两者有着科
学的、严格的界定。儿童之间一般性的打闹
冲突与校园霸凌有本质的区别。我们反对校
园霸凌，也反对把校园霸凌扩大化，弄得草木
皆兵，让家长和学生都过度紧张。

其次，由于一些人认定这是一起校园霸凌
案，所以就产生了强烈的“代入感”，进而开始
美化王某建的杀人行为，这尤其要不得。父母

疼爱自己的孩子，害怕孩子在外面“受欺负”，
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因此就要以杀人护佑孩
子吗？且不说杀人必然会受到法律的严惩，一
个40多岁的成年人面对一个10岁的孩子，怎
么下得去手杀人！没有任何一种残忍的犯罪
可以因为爱被美化和原谅。法治社会所有的
问题都应当通过符合法治精神的方法解决。

最后，要拷问的是社会心态。王某建因
为怀疑女儿在学校“受欺负”，就做出了杀人
的极端行为。今年初，一名小区业主持刀割
断了高空作业工人的安全绳，只因为工人弄
脏了他晾在阳台上的衣服。

这种强烈以自我为中心，把小事极度放
大，暴戾残忍，不惜伤害和危及他人生命的社
会心态，值得高度警惕，也是当前我们基层社
会治理中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课题。建设良
好的社会心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
正确的舆论导向引导社会的理性与良知。美
化犯罪，为严重犯罪行为找借口，无益于健康
的社会心态建设，也无益于法治社会、法治国
家的社会心理建设，对此必须坚决说不。

没任何借口可为犯罪开脱

打击“网络黑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