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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著名打假人王海买了
“六个核桃”，喝了以后认为自己没
变聪明，将生产商和代言人陈鲁豫
告上法庭，要求其退货并赔偿500
元。目前一审法院以依据不足为
由驳回王海诉讼请求，王海已上
诉。

27日，钱报记者在王海微博上
看到，他依然在继续对此事发声。

王海可以说是职业打假人的
代表，实际上在杭州，也有这样一
群人，以打假为生，他们有自己的
江湖，有自己的规矩，甚至有自己
的鄙视链。

钱报记者辗转采访了几位职
业打假人，试图一窥他们的江湖。

职业打假人王海起诉“六个核桃”：
喝了以后没变聪明

钱报记者辗转找到杭州一位资深职业打假
人老周，记者提出是否可以跟随他去打次假，被
他一口拒绝。他说，一是自己要低调，二是自己
不是那种每天逛超市的打假人，他一年三五个案
子就吃饱了。

他告诉记者，今年他最大的一个案子是针对
省内某品牌铁皮石斛的。“上半年的事，私了的，
拿了二十几万赔偿，不算多，但现在大环境不好，
差不多就行了。”他说，“其实就是铁皮石斛里多
糖含量的问题，我跟了三个月才拿下。”

老周说，职业打假大致分三类：公司化运作，
比如王海和之前刘殿林的北方狼公司；二是合
伙，三五人为多，分工明确，找目标、打假、打官
司，然后分成；三是单干，散兵游勇，一般就是找
超市的过期商品之类的，每月赚几千块零花。

“说实话，我看不起这些整天逛超市打假的，
丢人。”他说，这些人会故意把快过期的商品藏起
来，过几天去找出来再索赔。“我们职业打假人的
名声，就是毁在这些人手里。”

老周说现在职业打假人高低分化很严重，像
他们这样做大单的全国也就几十个，但跑超市或
者专做网购打假的，多如牛毛。“我们要学的东西
很多，最主要是法律。前几年就有个成都的，举
报电视台索赔，结果成了敲诈勒索，被判7年，这
就是不懂法。”

老周说，职业打假出来，有20来年了，他们圈
子越来越专业，有人专攻食品，有人专攻广告，像
他是专攻药品保健品的。

“做药的利润高，谈的余地大，口碑对他们很
重要，同时国家对药品监管力度大，10倍的顶格
赔偿也意味着我每单能赚的钱更多。”他说，“行
有行规，我搞过你一次，肯定不会再搞了，还会帮
你分析原因，对商家来说，就是学费。”

对于自己的职业，老周笑了笑，“没有别人说
的那么好，也没那么坏。我们这是商业打假，王
海早就说了，打假和正义无关。”

打假人：
我反感整天去超市找过期商品的

现状：
职业打假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最近，老周在研究杭州互联网法院此前公布
的10大典型案例中，排在第一位的刘某买奶粉一
案。“因为这个案子明确职业打假人不属于消费
者，这就糟了。”老周感慨，“现在这个案子还没生
效，但是我们担心会有示范效应，听说王海已经
向最高法寄信了，就是希望明确消费者的认定标
准。”

老周说，这几年流行一句话，风口上，猪也能
飞，但是风停了，猪就摔死了。对我们来说，风就
是法律，法律吹起这个行业20几年了，现在，我感
觉风要停了。“如果有一天，职业打假人在法律上
明确，不属于消费者了，那我立马转行，其实我现

在已经在考虑了。”
像老周这样专做大单的职业打假者，受法律

层面影响最大，而一些专门逛超市的打假人的麻
烦，则来自于同行。

钱报记者通过老周的关系找到专门逛超市
的打假人赵小来(化名)，他说，最好的时候一年能
有20万进账。“现在是年底，在以前都是我们发财
的时候，但今年不行，一来官司不好打，二来超市
商场背后都有被招安的同行支招，纰漏不好找。”

让赵小来郁闷的还有前些年冒出来的打假
培训班，当时打假日子好过的时候，有些人剑走
偏锋，搞打假培训班带徒弟，结果来学打假的培
训三五天就上阵了。“素质差水平低，想钱想疯
了，乱打官司，把一些基层的工商部门和法院都
搞烦了，连累我们。”

赵小来恨恨地说，目光短浅！对于未来，他
还没想好，“但留给我们打假人的时间，可能不多
了，我闻出味道了。”

80后陈晓(化名)之前在杭州某大型商场开了
家服装店。她就遇到了好几拨职业打假人，直接
把她的店给“打垮”了。

2015年，她的店开业，不久就遇到了几个奇
怪的买家。“先来买一件衣服，然后过了几天，又
来几个人，把我店里所有的这个款式的衣服，全
部买走。然后，一次性拿着所有衣服来找我索
赔，理由是标识有问题，一开口就是5倍赔偿。”陈
晓说，“所谓的标识问题，有的是标着100%真丝，
但是按规定，要标明是天然的还是人工的，我们
的货源很多，有时厂家没标那么细，就吃亏了。”

这一年，她仅仅5万以上的赔偿就赔了好几
笔。这生意还怎么做，不久她只能关店。她说，
这些职业打假人非常专业，背后肯定是有技术支
撑，而且他们最喜欢她这样开在大商场里的店，
因为一旦闹上去，商场为息事宁人，会给店家压
力。

“他们不要银行转账的，只要现金，有人曾经
提了个行李箱，装了几十万赔偿款，扬长而去。”
陈晓说，本来做实体店就难，圈子里不少都是因
此而退出商场的。

被打假者：
我被职业打假者打到关门

新趋势：
网络打假造就一批“老司机”

这几年，随着网购的兴起，网购市场成了职
业打假人的新战场。钱报记者通过QQ群，很容
易就找到大量的职业打假群。有些还要付费入
群，有的标注着“专招大量新人，手把手教你成为
人生赢家。”记者随意申请加入一个打假群，申请
很快就通过，群里消息密密麻麻，群文件里还有
新手需知和案例教程。

群里还时不时跳出“开车了，开车了，上车的

买票”这样的消息，下面会附上一个链接。记
者点开一看，是某平台商家一款衣服的购买链
接，价格是79元。

记者查询新手教程，发现都是黑话。所谓
开车，就是发现目标，准备打假。发这种链接
的一般是群主或者老手，以“老司机”自称。
所谓上车买票就是招呼多人一起去买，然后集
中索赔。比如那个衣服就是仿冒大牌的，只要
卖家说是正品或者高仿，他就完蛋了，肯定赔
钱。而所谓“车票”就是返给老手的费用。记
者看到，这个群里“开车”频率还挺高，半小
时就跳出来三个单子。有老手说，成功率很
高，有八九成。

据媒体报道，就连王海，近几年也把打假
的注意力放到了网上。他近日表示，这几年每
年开支400万，今年可能会亏。

职业打假人的起伏和法律息息相关

1994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式施行。
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以12副假冒索

尼耳机开始他的打假人生。这一年，是职业打
假人的元年。

著名打假人杨连弟曾分析：1995-2000年是
第一代打假人的时代，来钱快。2005年后，一
些人过分看重打假索赔谋利的一面，致使打假
屡屡受阻。2009年后是第三个阶段，食品安全
法颁布实施，可索赔10倍，一大批人加入索赔
大军。

职业打假人被打是常事，出人命的也有。
据新华社报道，震动最大的一起案件发生于
2003年，“民间调查员”黄立荣在偷拍、监视紫
禁城国医馆老板时被发现，被活活打死后抛尸。

但这些年来，从法律层面来看，对职业打
假人，是有利的。

2014年1月9日发布的《关于审理食品药品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被解读为
法院支持“买假打假”，这让职业打假人有了底
气。但是，近几年，风向似乎有所转变。

2016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实施条例(送审稿)》征求意见。其中有这
样的表述：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以牟利为
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不适用本
条例。

今年6月，最高法的一份回复意见中提到，
将“逐步遏制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
这一意见无疑对职业打假人不利。

今年8月底，杭州互联网法院发布10大典
型案例，其中在对排名第一的刘某买奶粉一案
的解读中，首次对职业打假人的概念进行界
定：职业打假人是指以牟利为目的，知假买假
并向生产者、经营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自然
人、法人及其他组织。同时明确，本案原告应
认定为非消费需要的牟利性行为，其不属于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消费者。

在不少职业打假人看来，法律已经不站在
他们这一边了。

(据《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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