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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职业打假人的神秘“圈子”
圈内资源共享，拿到赔偿要分成

本报记者 秦雪丽

打假人的真实生活
是怎样的？近日，记者拨
通职业打假人王军 (化
名)的电话，他沉思了许
久才答应接受采访。他
说，外界对职业打假人
有很多误读，他愿意谈
谈他们这个一直备受争
议的群体的生活和现
状，让人们对职业打假
人有个准确的认识。

记者对话打假人：

打假没有门槛

但一定有“禁条”

记者：当初入行时，是否
有想当打假维权英雄的情结，
还是完全只是为了钱？

王军：和很多入行者一
样，因为经历过维权难的事，
所以走进这个圈子，但后来发
现这个行当还能挣些钱，这也
是坚持下来并越走越深的原
因，里面不可能没有私利。但
干得久了，你会发现这个行业
也赚不到多少钱。因此，不少
人又退出了这个圈子。

记者：你打算一直干这行
吗？

王军：据我所知，业内没
有人打算一辈子干打假，很多
老前辈都隐身退出了，一方面
是因为他们确实挣到了钱；另
一方面，这一行干久了，得罪
的人太多，结怨太多，太危险。

记者：外界对你们的身份
很有争议，你怎么看？

王军：争议一直存在。有
时去部门投诉，与商场负责人
沟通时，对方态度里也夹杂着
一些歧视色彩。但入行这么
久，我从来没有感觉这一职业
有什么不妥。

各行有各行的规则，在我
刚入行时，带我的老师就说
过，不要逾越法律的界限，要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正当维
权，不要拿超过法律规定的
钱，我们也一直这样做。在社
会规则内，我们拿到的都是合
法合理的、应该得到的。

我们不喜欢被外界称为
职业打假人，我们更喜欢被认
为是普通消费者，在圈内，大
家也都是这样认同彼此。

记者：近年来，不少地方出
现一些职业打假人涉嫌敲诈勒
索被判刑的案子，你怎么看？

王军：职业打假人的队伍
在不断壮大，但因为行业没有
标准和门槛，人员的素质也是
参差不齐，怎样做取决于个人
的想法，这就牵扯到一个自制
力的问题。

有些人确实只是为了要
钱，遇到厂家存在严重问题
时，就“狮子大开口”，但这种
人终究不会持久，触犯了“禁
条”，也终将受到惩罚。

记者 秦雪丽

一次维权经历

让他走进打假圈子

第一次见到王军，没有当初
想象得那么神秘，没有帽子、墨镜
以及其他服装工具的“修饰”，站
在面前的是一个不到30岁、满脸
笑容的普通年轻人。

在最初联系王军确定采访
时，他犹豫了许久，长期的工作性
质使他谨慎地询问记者是怎样认
识他、并获得联系方式的。沉思良
久后，他说愿意聊聊包括他在内
的这一群体的真正生活和现状，
因为外界对他们有很多误读。

王军说，进入这一行业的人，
或多或少都有过维权难的经历，
他也不例外。他曾经在商场内买
了一种食品，食用后拉肚子，到商
场找负责人协商，对方却让他拿
出证明食品存在问题的检测报
告，以及造成拉肚子的证明，否则
不予赔偿。

这对当时的他来说，是个很
大的难题。王军说，为此他到处
搜集证据，并在网上咨询相关
法律专家及维权人士，“光电话
就打了 4 0多个。”后来，他在网
上认识了天津的一个职业打假
人，对方给了他很多建议，并找
出了这件食品在包装方面的诸
多问题。最终，王军获得了相应的
医疗费用赔偿。

这次维权经历让王军感触良

多，慢慢地开始接触并进入了这个
圈子，直到目前，已有六七年时间。

单纯靠打假为生

一年能赚四五万元

对于外界认为的暴利，王军
笑着说：“人们对此可能有很大误
读，干这一行和干普通工作差不
多，想发财是很难的。”

王军介绍，职业打假行业也讲
究名气的大小，一些名气大的前辈
确实能拿到丰厚的收入，但对于大
多数普通职业打假人来说，一年下
来，去掉买食品的钱、路费、住宿费
等成本，也就剩余四五万元，有时
拿不到赔偿还得赔钱。

每一个职业打假人，都有自
己的打假方向。王军说，他主攻食
品行业。“据我所知，目前全国有
400多个主攻食品的打假人。”食
品行业不是最挣钱的，但打假人
数是最多的，因为入门比较简单，
尤其是食品包装的标签标志等问
题，找起来既轻松，成本也很低。

在打假行业，服装类是最赚
钱的，因为相比食品，服装的价格
很高，一件衣服就可能值上千元，
但这一行业门槛很高，需要很好
的专业技术才行。

王军说，尽管食品有“10倍赔
偿”一说，但实际上，他们很少能
拿到10倍赔偿，大都是3-5倍，因
为厂家会讨价还价，工商部门也
只能介入调解。“如果时间拖得太

久，路费、住宿费等成本太高，实
在耗不起，看着赔偿差不多就算
了，不能太较真。”

王军透露，外界都称他们是
职业打假人，其实在业内，许多人
都有自己的工作或个体门店，有
最起码的稳定收入，而且有一个
共同点：闲暇时间比较多。“如果
单纯靠打假为生，会过得非常辛
苦，压力会很大。”

经常被跟踪

还会接到恐吓电话

职业打假人的特殊身份及行
为，也引起了很多商家、厂家的不
满。在记者联系王军的前一天，他
又接到了一个厂家的恐吓电话。

“这很正常。”王军说，尽管有时也
会感到害怕和不安，但他已经习
惯了得罪人。

也许是工作性质的原因，平
日里，王军喜欢看逻辑性很强的
警匪片，“从中能学到不少防跟踪
的技巧。”王军笑着说，干他们这
一行，很危险，经常被人跟踪，圈
内不少人都有过被打的经历。

王军说，每一次打假背后，
都有辛勤的汗水，尤其是深层
次的产品质量问题，有时为了
搜集证据，得准备大半年时间。
但并非每次打假都能获得相应
的赔偿，有时商家会以各种理
由推脱责任。“所以，圈内人大
都有隐形摄像机，拍下买东西

的全过程作为证据。”

信息共享背后

有一条分成利益链

“在这一行，信息就是金钱。”
王军说，单靠个人的力量打假是
很困难的，尤其是面对一些实力
强大的企业，所以，很多时候，他
们都采取合作的方式，实现资源
信息共享。“比如，针对一个产品，
大家会共同研究，找出问题所在，
并相互沟通，找一个切入点，然后
集体到各个城市投诉举报。”

王军说，这样抱团投诉维权
的成功率比较大，也比较有影响
力，容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但
在信息共享的背后，业内也有一
条利益链，比如拿到信息的人如
果打假成功，需要给信息发布者
一些信息费，以便以后更好地合
作。

此外，面对一个问题复杂、不
好入手的打假案例时，个人如果
无法解决，可以向业内的一些资
深前辈请教。“他们会给你出很多
主意和建设性的意见。”王军透
露，打假获得赔偿后，根据潜规
则，也需要给这些前辈一些好处。

王军说，在行业内，一些知名
的前辈都注册了公司，公司化运
营打假，比如王海，但大部分人依
然是单打独斗——— 但在单打独斗
过程中，都会与圈内人时刻保持
联系，加强协作。

王军说，打假不可能干
一辈子，但目前他依然在路上。

记者 秦雪丽 摄

商家看打假人：基本是在“找茬”
他们觉得职业打假人纯粹是为了钱，很难接受
本报记者 秦雪丽

对于职业打假
人，大部分商家都用

“不喜欢”甚至“反
感”来形容。对于职
业打假人知假买假
的行为，一些商家宁
肯接受行政部门的
处罚，也不愿直接赔
偿给打假人。

打假人追求钱

商家很头疼
近期，打假人的相继“光顾”，

让烟台的商场超市非常头疼。一家
商超负责人介绍，近期，他们商超
也来过一批职业打假人。对这些打
假人，他们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如
果商场内的产品确实存在问题，我
们欢迎提出。”但在处理中，他们发
现，对方找的很多问题都是模棱两
可、很难界定的，对于赔偿又往往
是“狮子大开口”。

这位负责人说，平时也有一些
消费者给商场的产品、管理找问

题、挑毛病，商场都会欣然接受，并
会给消费回赠一些小礼品表示感
谢。“但对于职业打假人这种以谋
取利润为目的的方式，我们在心理
上很难接受。”

另一家商超负责人说，每年
“3·15”前后，总会有一批职业打假
人来“找茬”。所以，他们平时都很
谨慎，也会对卖场内的产品加强检
查。“今年‘3·15’没来，没想到五六
月份又来了！”这位负责人开玩笑
地说，有时候他们感谢这批职业打
假人，因为有这群人的存在，卖场
确实加强了管理，保证了产品质
量。但有时候，这些打假人的“过度
追求钱”，也让他们头疼。

这位负责人说，近年来，随着

打假人队伍的壮大，打假人的素质
也呈现出良莠不齐的现状。“曾经
有一年，一个职业打假人甚至直接
将过期的火腿肠带进超市，并反过
来举报超市卖过期产品，后来闹到
派出所，幸亏监控帮了忙。”

对赔偿问题

有商家强硬对待
一位商场负责人坦言，站在商

业的立场上，他们确实很反感职业
打假人的目的和行为，为了不纵容
对方的“气焰”，对于一些问题，他
们也给出了“强硬”的态度，“对方
可以到法院起诉，如果法院判我们

应该赔偿，我们肯定会赔。”
对于个别商家的这种“强硬”、

不协助，工商部门也很无奈，“工商
只是一个协调部门，商家如果拒不
赔付，调解不成的话，我们也只能
建议对方走司法程序。”

对于商家的“不待见”，职业打
假人也深有感触。一个职业打假人
透露，由于长期打假，很多商超工
作人员都认识他们，这种熟知有时
候也让他们吃惊。“有些超市，我们
刚进去，他们从监控上发现后，就
会截屏下我们的照片，然后复印发
送到各个店以及一些工作人员手
里，来更好地辨认防范我们。”这个
打假人开玩笑地说，有时候感觉挺
刺激的，真的像“战斗”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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