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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7、18日连续报道了济宁职业打假人王杰，花10万
元购买天和隆牌“假牛肉干”事件后，社会影响持续发酵。
除了牛肉干系猪肉造假的事件本身外，职业打假人花费10
万元“知假买假”，最高将获得百万赔偿也引发社会热议。
那么，职业打假人的主张是否合理？他是“打假英雄”还是
在“敲诈牟利”？

职职业业打打假假人人
如如私私家家侦侦探探
跟踪、监听设备齐全

一次打假可追踪一年多

牛肉干里全是猪肉

一名职业打假人介绍疑似假冒伪劣产品的违法之处(资料片)。
本报记者 张亚楠 摄

追踪“假牛肉干”事件近半年，曾去过广西

“假牛肉干”事件，将一直
藏在幕后从事打假行业的济宁
职业打假人王杰，曝光在公众
面前。有人称他披露“假牛肉
干”大快人心，也有人非议他10
万元“知假买假”类似“敲诈”。

王杰称，他涉足打假行业
有7年多时间，自己的打假团队
有跟踪、监听等调查设备，发
现、采购送检、追查源头，整个
调查取证的过程有如“私家侦
探”。一次打假事件的取证最长
能持续一年多时间，“假牛肉

干”事件他们就已经跟踪近半
年，调查济宁当地各超市、摸底
济南经销商情况，甚至到广西
厂家“侦查”，并花费4万多元送
检“假牛肉干”。

“也有些打假人是基础打
假，不会这样层层调查，只是发
现标签、标识不符合《食品安全
法》规定或者产品出现过期等
等。”王杰说，这样不花工夫和
成本去送检和调查的基础打假
人，每年收入也能有30多万元，
好的能达50多万元。

王杰没有向记者透露他们
打假的年收入，但他说有比他们
更为大型的打假公司，主要集中
在南方江浙一带，打假设备和调
查取证更严密，专门针对皮草、保
健品等高端产品打假，成百万地
购买假冒伪劣产品，每年打假收
入能有上千万元。

自1995年“王海打假现象”
后，20年来逐步发展起来的职
业打假人，有的联合成立了职
业打假公司，从事着如“私家侦
探”的打假行径。

多与商家“私了”，一般是“假一赔五”

职业打假人靠“知假买假”
过活，是否合法？

“之前打假人是不是消费
者，是否适用于消法和食品安
全法的相关规定，一直存在争
议。”从事律师职业多年的杨力
称，在最高法出台关于“知假买
假”的相关说明规定之前，不同
法院对于职业打假人是否消费
者，是否能够依法索赔的处理
并不一致，职业打假人维权败
诉的情况并不鲜见。

2014年3月15日施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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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
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
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
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
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
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杨力说这条规定明确了
“知假买假”受到法律保护，也
变相定义了“职业打假人”的消
费者主体资格，可以依法维权。
但是，杨力他们接过的打假诉
讼案件并不多，很多职业打假
人不会走司法诉讼，而是与商

家私了。“职业打假人是为了赚
钱，只要商家肯私了，他们不会
再把事件披露出去。”

杨力说，从事假伪食品生
产或销售的经营者处罚很重，
超过5万元就构成刑事案件，职
业打假人抓住法律利剑，倒逼
商家拿钱私了，从中谋取私利，
谋利之后便息事宁人。

王杰坦言，由于走司法程
序复杂、耗费时间太长，多数职
业打假人都会选择与商家“私
了”，一般是“假一赔五”，“假一
赔十”的商家并不多。

职业打假是“双刃剑”，能打假也能搅乱秩序

山东省消费者协会业内专
家称，职业打假是一把“双刃
剑”，一方面职业打假人对于法
律条文、专业知识非常了解，容
易发现市面上存在的假劣产
品，对假冒伪劣行为起到制约、
遏制作用，震慑更多经营者依
法经营，起到净化市场的社会
效果。但另一方面，职业打假人
是以谋利为目的，这与正常的
消费者打假不同，形似“骗与被
骗”的往复，在合法与违法之间

游走，会产生道德风险或市场
秩序问题。有的职业打假人，承
担各行业委托的恶意竞争，有
目的地举报委托者的竞争对
手，搅乱商业秩序。

关于职业打假人是否与敲
诈勒索挂钩，专家认为，如果职
业打假人是在法律规定的索赔
金额范围内索要赔付，是合法
的，但是“狮子大张口”的过度
维权，利用监管部门或媒体力
量倒逼经营者高额赔付，就属

于过度维权，这种现象也时有
存在。

曾有学者将以营利为目的
的职业打假人比做“不良商业生
活孕育出来的寄生虫”。省消协专
家称，正是因为有假劣产品的存
在，才会有职业打假人这一灰色
人群。所以，只有监管部门加强监
管，从源头把控减少假劣产品的
存在；厂家、商家良心经营，向假
劣产品说“不”，才不会被职业打
假人咬住不放。

本报记者 高雯 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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