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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中安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潘翔认为，不否认“职业打假
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遏制了假
冒伪劣商品的流通，打击了制假
售假的不良商家，净化了市场。
但知假买假越来越商业化，其动
机并非为了净化市场，而是利用
惩罚性赔偿的法律制度牟利或
对商家敲诈勒索，严重违背了诚
实信用的法治原则。

潘翔表示，无论是《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规定的“假一赔
三”，还是《食品安全法》规定的
生产者或销售者对不符合安全
标准的食品承担十倍价款的赔
偿，立法的本意都是为了保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但职业索赔族
却借机钻法律的空子，假维权之
名，行牟利之实，更有甚者将商
品或标签调包、制造虚假标签或
虚假原厂证明，以虚假证据索
赔。将打假异化为敲诈勒索，美
其名曰“封口费”“保护费”，“打
假”衍生成“假打”。这种行为冲
击合法商家的正常经营，破坏营
商环境，有必要遏制类似的牟利
性打假行为。

在近日举行的 2019 互联网
法律大会上，《恶意索赔行业观察
报告》发布。《报告》认为，职业索
赔已经影响到商家、平台、监管部
门、司法部门等多方，破坏了市场
营商环境，侵占了消费者正当维
权的司法执法资源。

公开信息显示，已有近40位
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规范职业索赔
的建议。例如，全国人大代表储
小芹在 2018 年的全国两会上提
出，“职业索赔”的动机并非为了
净化市场，而是利用惩罚性赔偿
为自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敲诈勒
索，有的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
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
因此她建议逐步遏制职业索赔的
牟利性打假行为。

今年以来，中央有关职业索
赔的治理文件也频频下发。5月
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
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
意见》，提出“对恶意举报非法牟
利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打击”。

8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
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切实保护平
台经济参与者合法权益，打击以

“打假”为名的敲诈勒索行为。
“依法规范牟利性‘打假’和

索赔行为。”9 月 6 日，国务院发
布《关于加强和规范事中事后监
管的指导意见》，也作此明确规
定。

在今年 8 月底答复全国人
大代表李长青的建议中，市场监
管总局明确，职业索赔已背离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民事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本意，将
配合司法部尽快出台《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对广告宣
传、标签标识、说明书等存在不影
响商品或者服务质量且不会对消
费者造成误导的瑕疵不属于欺诈
行为进行细化规定。 （晚宗）

●多方呼吁遏制恶性索赔
治理文件频出

起底网络职业索赔人
以“打假”为名集中投诉商家要求退赔，商家缺乏维权途径

以“打假”之名，通过恶意投诉而牟利的行为将从下月起受限。2020年1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发布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将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
发起的投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理。

近年来出现了相当一部分职
业索赔人，他们利用商品保质期、
广告语描述等方面的漏洞，故意
大量买入，要求商家支付赔偿，甚
至成为职业索赔人。这些职业打
假人通常寄生于各大电商平台，
以打假之名对商家实行敲诈，利
用惩罚性赔偿为自身牟利或借机
对商家敲诈勒索。

“以前打假是一门技术活，但
现在人人都可以操作。”陈京在自
己的“吃货”群里敲出这句话后，
直接甩出了一条网店链接，催促
徒弟们快点“上车”。像这样的

“吃货”群，陈京有几十个，他们是
专门以“打假”为业的团队，只要
发现哪家网店有明显的价格漏洞
或销售问题产品等，便集体下单
向平台投诉并索赔。

11 月 28 日，在一个名为“吃
货退款索赔”的QQ群中，一行简
短的字迅速在一个“吃货”群里发
酵，不少人统一回复“上车”。

紧接着，“车主”会将一条某
电商商品链接发给群员，几十个
人同时下单，到货后再以各种理
由申请退款或索赔。成功后每个
人都要向“车主”支付收入的10%
到30%不等的报酬，俗称“车费”。

“这就是现在打假的经典模
式，即使你什么都不懂，只要跟着
老司机操作，一样能赚钱。”陈京
告诉记者。据他介绍，“吃货”有
两种意思，一种是收到货申请仅
退款不退货，这种情况较为普遍，
还有一种在收到货品后，打假成
员会以无中文标识、商品资质有
问题、高仿假冒、产品过期、没收
到货等理由向商家索赔。

“没有不怕投诉的商家。如
果几十个人一起投诉，平台会默
认是商家的问题，一打一个准。”
陈京说，“打假”的范围五花八门，
大到家用电器小到衣帽鞋袜，甚
至QQ会员充值业务。

陈京曾经在一家互联网公司
做文案撰写，一年前在一位“师
傅”的引领下开始涉足打假行业，
而现在的他早已辞去工作专职打
假，“每个月除了手里的货，月入
上万很轻松”。

“一家店只能打一次，否则容
易被平台监控到。”除了自己带
队打假外，如果发现某个商家“特
别好打”，陈京还会将这个链接转
卖给其他的“车队”，再赚一笔。

除了每天分享链接召集新成
员“上车”，一些打假人还把自己
的经验整理成各种“打假秘籍”，
以开门收徒的方式传授给“小
白”。这些打假团队的裂变速度
极快。记者曾在一个群中看到至
少有十几个“师傅”收徒传授，不
到一天，一个打假群就可以扩展
出七八个来。

陈京现在的主业已经不是打
假，他只负责寻找容易打假的商
家，然后交给徒弟具体操作。陈
京表示他的徒弟有几十个，每个
徒弟都要缴388元的“拜师费”，

“我收的徒弟都开始带徒弟了。”
一次性收费，可以永久带，保证顺
利“下车”。

●职业索赔人
以“打假”之名实行敲诈

很多商家都有类似的经
历。王升经营着一家数码专营
网店。今年10月份，他的一款
无线耳机也遭到了频繁投诉，

“买家下单后恶意退款，并扬言
威胁我们处理退款事宜，不然
集体恶意下单退款，然后不断
在处理流程中软磨硬泡，其最
终目的就是要吃货”。

王升口中的恶意退款，是
指对方以耳机有噪声，产品假
冒苹果无线耳机为理由要求退
款。“我们的耳机 178块钱，虽
说没办法跟苹果原厂的比，但
起码没有杂音没有电流。”

一个名为“巴比龙”的打
假团伙成员告诉王升，只要愿
意协商，他的店铺将受到“免
打”保护。据王升介绍，这些
人都是一伙一伙地出现，只要
给钱还会有更多的人找上门
来。“我的一个同行真就给了
人家两万块钱，结果还是被其
他人搞。”

而更让王升无法理解的

是，尽管自己向平台上传了多
方截图和证据，一直客气地配
合平台流程规范处理，但平台
竟支持仅退款不退货的行为，
最终，他不得不关店。

他认为平台的这种做法，
变相推动了这种团伙的黑色产
业发展，让更多的店家既损失
货物成本，又浪费了大量的时
间精力。

为了弄清自己的对手，另
一个商家王英干脆卧底进几个
打假团队，在了解到其中的套
路后，将自己保存的聊天记录、
收货单据等相关证据向QQ平
台举报。随后，平台禁封了几
个群。但依然有很多打假群继
续活跃。

记者在QQ上输入“吃货”
“退赔”等关键词，疑似为打假
团伙的群有上百个。

“这些人名为打假，实际上
就是威胁商家退赔，虽然知道
他们怎么干的，但我们又没有
地方投诉，这就是我们吃亏的

地方。我只好用这种方式，希
望让更多的同行看到，以免受
其害。”王英说。

遭遇“打假”，正规网店真
无维权之门吗？

某知名电商平台一名公
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平台来
讲，消费者和商家的权益都需
要保护，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
纠纷，首先由交易双方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可申请平台介
入。平台会根据具体情况判
责，目标是维护公平的交易秩
序。

对于上述以“打假”之名
恶意退赔的“打假人”，平台也
会根据用户历史行为进行分
析和分层，“很多职业打假人
的行为有明显特征，我们可通
过大数据识别，确认后予以封
禁。”这名负责人称，但目前职
业打假人的群体在不断扩大，
注册小号的成本也低，导致平
台不能完全进行事先有效识
别。

●“证据无用”
商家缺乏维权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