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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人是否合法，主

要取决于他实施的打假行为是

否合法。”袁井辉告诉记者，现

在社会上把使用合法手段打假

的打假人和使用非法手段打假

的打假人统称为职业打假人是

不对的，应该要把合法打假人

和非法打假人区分开来，在打

击非法打假人的同时，也需要

肯定合法打假人对社会的积极

意义。

“职业打假人面临的法律风

险主要是刑事法律风险和民事

法律风险。”袁井辉说，如果职

业打假人在打假的过程中采取

了强迫、胁迫、要挟等非法手

要把合法打假人和非法打假人区分开来
袁井辉 （上海市海华永泰 ( 长沙 ) 律师事务所律师）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迅猛

发展，职业打假的主阵地也悄然

转移，将矛头指向数量众多的网店，

网购中，有些假货让我们猝不及防，

而假货最多的三大行业：化妆品、

电子产品和珠宝，消费者都是以女

性为主。因此，职业打假人这个

群体也令女性更加关注。

不可否认，近些年随着打假

人的职业化，其打假手段和目的也

与立法初衷出现了一些偏差。职业

打假人得到的包容度没有以往那

么高了，争议也越来越多。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职业

打假人”的影响并不全是负面的。

事实上，当年以王海为代表的一批

“职业打假人”，便通过依法索赔，

打击假冒伪劣乱象，为市场经济

健康运行作出了贡献。时至今日，

“职业打假人”仍活跃在公众视线

中，对其作用也不能一概否认。

打假人这个职业不用人为拔

高，但也不应污名化，要让其发

挥更多的社会效益和公益价值。

当所有的消费者都觉醒了，都成为

潜在的打假者了，那么制假、售假

的行为也就失去了市场，没有了制

假、售假行为，打假现象也就自然

而然消失了。但只要假货还在，打

假人就不会消失。

只要假货还在，打假人就不会消失

一直以来，职业打假人知

假买假进而索赔牟利的行为始

终伴随着舆论争议，是敲诈勒

索还是合理维权？社会上对他

们的评价褒贬不一。对此，米

莉认为，职业打假人的存在，

对于假冒伪劣商品起到一定的

遏制作用，净化了市场环境，

正确对待“职业打假人”群体的“弊病”
米莉（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段来谋取不正当的高额赔偿，便

可能涉嫌敲诈勒索罪。如果其职

业打假的行为得不到法院支持，

那么打假人为此所付出的成本就

是一种经济损失。

如何将职业打假行为跟敲

诈勒索行为区分开来？袁井辉表

示，主要是通过行为人的行为手

段和主观目的进行区分。手段上，

职业打假通常以合法的投诉、

诉讼等正当索赔行为进行，而打

假型敲诈勒索采用的则是要挟、

胁迫等非法手段。目的上，职

业打假是为了获得合法的赔偿，

而敲诈勒索则是非法占有他人财

物。

关于职业打假的法律盲点，

袁井辉认为，主要有两点：从立

法层面来说，针对职业打假人和

职业打假行为，目前还没有系统

性的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进行规

范。从司法层面来说，虽然《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三条已经作出规定，但各

地法院仍存在不同理解，在适用

上也标准不一，存在同样的案件

在不同的法院有不同甚至相反判

决的情况。

为了规避以上的法律风险，

袁井辉建议打假人在进行打假的

过程中，不能采取要挟或者胁迫

等违法的手段进行打假，也不能

针对同一商家或者同一产品进行

多次、分批次打假。而且主张的

赔偿金额应当符合消保法第五十

五条以及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

八条的规定。

“因为现在各地的司法裁判

不一样，裁判尺度也不一样。所

以，如果当地法院不支持打假诉

讼，建议打假人选择在支持职

业打假的地方进行假货的采购和

打假诉讼。”袁井辉表示，建议

打假人在决定视频或者直播打假

前，先对要打假的商品进行一定

的调查了解，在掌握确凿的违法

证据后再实施直播打假或视频打

假。

“现在，对于职业打假人的

态度是在除食品药品领域之外逐

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

行为，我的建议是职业打假人可

以向食品药品领域进行拓展，并

尽量就产品安全质量问题等实质

领域进行打假。”袁井辉说。 

使商家的违法犯罪成本更高，是

对监管部门执法不到的一个有效

补充。

但同时，米莉表示，也要看

到部分职业打假人把打假当做一

个牟利的工具，无孔不入，瑕疵

问题被无限放大，甚至进行敲诈

勒索，不仅消解了打假的正面效

果，更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非常值得警惕。

“对于职业打假人这个群体

的弊病，要正确对待。职业打假

人的打假维权必须依法进行，不

可抱着侥幸和投机心理。一旦

越过边界，任何违法行为都将

受到法律惩处。”米莉表示，从

长远看，则需要平衡好企业、消

费者等各方诉求，做出仔细甄别，

不断提升法律实施的精度，适时

借助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形

式，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

牟利性打假行为，不能被别有意

图的“职业打假人”牵着鼻子走。

“在监管力量仍没能做到‘无

远弗届’，消费者权益没有得到

有效保障的当下，职业打假人

仍能起到市场‘啄木鸟’作用。”

米莉认为，营造良好的市场规范，

需要政府加大监管力度，提高商

家的违法成本。此外，政府一方

面需要加以规范，对在法律范围

内进行打假维权的职业打假人，

要给予必要宽容甚至支持。另一

方面，更需要给予相应的政策指

引，并予以更加完备的法律规

制，才能真正消除职业打假的“恶

性”，充分发挥其积极一面，最

终推动市场走向更好。

3 月10 日 ~11日，记者在长沙黄兴广场、华创国际广场等商圈

走访了解职业打假情况。大多数消费者表示，虽然在现实生活

中没有遇到过职业打假人，但经常在网络上刷到过一些职业打

假博主发布的视频，非常支持他们的打假行为。同时，他们认

为这种打假行为也能够有助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维

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熟悉职业打假群体的某律所律师告诉记者，职业打假人一

般集中在北上广深或新一线及省会城市。这些城市商事主体多、

卖场多，消费者买到假货的概率大，商家的经济实力和赔偿能

力也强。

“线下职业打假人平时主要针对超市过期食品、添加剂超标

食品、滥用农药食品或是标签、标识存在问题的食品。”关注职

业打假的大学生小叶告诉记者，网上打假的行为越来越多，“如

今网购频繁，也出现了很多针对线上交易的职业打假人。这类

人几乎足不出户，在网购平台针对存在虚假宣传的广告或‘三无’

产品打假。”

“我觉得社会非常需要职业打假人。因为我曾经在某大型商

场买过一双鞋，买回去没几天就开胶了，当我拿去该店要求退货

时，他们拒不退货，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和道歉。”张女士向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说道，“很多时候需要职业打假人来整治不良

商家。”

“打假发挥的是监督作用，如果打假对象是针对大型企业或

者知名品牌，那很有必要，这跟大家的切身利益相关。”颜女士

表示，但如果打假人的打假对象是个人的小企业甚至是小商贩，

则太没有人情味，也会让人家的小本买卖难以为继。

在街采中，记者也从长沙市华创国际广场的多家门店了解到，

大多数门店没有遇到打假行为。遇到打假行为的门店，主要集

中在食品和餐饮行业。

大多数消费者支持职业打假

“我认识的职业打假人多是全职，有的文化水平不高，没有稳

定工作。”杨轩婷称，“我本身是湖南某上市企业客诉部门负责人，

在一次次跟公司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了解到市场上有很多假货，

就想着业余时间帮朋友维权。”

在杨轩婷看来，打假看似没有门槛，其实，有很多门道，需

要静下心来研究。她举例说，食品打假最简单的是看商品标签是

否合格，是否标明了不适合人群，比如老人、孕妇、婴幼儿不宜

食用。更有技术含量的打假方式是看添加成分，这需要熟知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的“药食同源目录”。

在打假的过程中，为了搜集证据，杨轩婷还需要经常与商家

斗智斗勇。

比如，如何证明自己购买后去送检的产品，是商家售卖的产品？

这需要做一条完整的证据链。杨轩婷告诉记者，当网购货物（一

般会一次购买多件）到达之后，她在开始取货之前，就需要把手

机摄像头打开，取货时，会与快递员进行交谈，咨询一些问题，

比如，“这个单号是从哪里发来的？是什么时候发出来的？”

这时对方一般会回答，“这是一起的，你没在淘宝购过物吗？”

无意间对方已经做了第三方佐证。

接下来拆包、送检，需要用视频记录整个过程。“收件和送

检寄件，最好是同一个快递员，我通常还会跟他们说，这件东

西很重要，你最好也拍个视频。”杨轩婷介绍，一旦被生产商抓

到证据链的漏洞，就可能会打假失败。

在杨轩婷看来，打假有段位，层次有高低。对于圈内有些打

假人“每次只买不超过 60 元的东西”，专挑标签瑕疵问题进行十

倍索赔，她也看不过去。“打那些小店铺没意思，人家本来就是

小本经营，有些店主还是老人家，只是讨个生计，有的确实是不

懂法律。” 

记者走访商户了解情况。

（上接 0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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