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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职业打假引争议

一、热点概述

近年来，一些职业索赔人借助投诉平台、来电来访等方式恶意举报，使企业苦不堪言、监管部门疲

于应对，既损害了企业权益，挤占了维权渠道，又占用了社会资源、扰乱了市场秩序。据中国连锁经营

协会统计，2023 年共监测 2.4 万个“职业索赔人”发起 73 万件索赔投诉，其中以食品为由的恶意投诉

就有 22 万起。以打假为名、行牟利之实的职业打假人，会对营商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其危害不可小觑。

为此，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的《市场监管部门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举措（2024 年版）》（以

下简称《重点举措》），将依法规制职业索赔行为作为重要内容。《重点举措》强调，要依法规制职业

索赔行为，对利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侵害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要从严审查，

准确把握投诉受理范围、举报立案条件等。要结合违法行为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综合考虑影响

法律实施效果的因素，科学确定处罚种类和幅度，坚持过罚相当原则和比例原则。

二、专业点评

1.中国法院网：

近年来，“职业打假”案件频发，有购买者以牟取利益为主要动机，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瑕疵或

质量问题而故意购买，并通过与经营者协商、向行政部门举报或法院起诉等手段以取得高额赔偿，甚至

借维权之名敲诈勒索，扰乱了市场秩序，导致生产经营者“小过担大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该法保护。

具体案件中，十倍惩罚性赔偿的主张是否应支持，主要还是看购买者的行为是否基于个人和家庭等的合

理生活消费需要，如果消费者是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提出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应予以支持；

超出正常消费范畴购买商品，已不是普通消费者的行为，利用惩罚性赔偿牟利的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

“假一赔十”诉求难以获得支撑。

2.人民网：

打假的界限在哪里？首先要明确，打的是“假”，即打假的前提是有假货。打假者专门针对造假者，

特别是对于食品药品领域的制假、售假等行为“零容忍”。其次要依法索赔，防止敲诈勒索，不能把维

权打假变成恶意投诉举报和超出法律允许范围的“狮子大开口”。

随着市场发展，打假行为的边界有待进一步厘清。针对职业打假人的牟利性打假行为，有必要从政

策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予以明确界定。相关部门需加强对职业打假人

投诉举报的规范和引导，使其依法依规参与打击侵权假冒，发挥好遏制制假售假、净化市场的积极作用。

人民法院对于消费索赔类的民事纠纷案件要加大研究，进一步统一裁判尺度，明确规则，不能“同案不

同判”，存在地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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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治日报：

以打假为名、行牟利之实的职业打假人，会对营商环境造成负面影响，其危害不可小觑。对利用投

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侵害经营者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要从严审查，准确把握投诉受理

范围、举报立案条件等。强化投诉举报大数据汇总分析，探索跨地域、跨领域通报协作、并案处理、并

案告知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经营主体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恶意索赔、职

业索赔采取《重点举措》的上述举措，有利于提升执法的质效，稳定经营主体预期，激发市场活力和创

造力。同时，这也意味着职业打假人被戴上了“紧箍咒”。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最近，网络上出现了一些所谓的“职业打假人”，他们通过打差评、调包栽赃、恶意碰瓷、向监

管部门施压等方式，达到恶意索赔目的，渐渐生成一条灰色产业链。这些人通过找产品标识或宣传用语

的瑕疵，获取“封口费”；通过恶意碰瓷等手段，影响商家正常经营；蹲点等待食品过期甚至“调包”

栽赃以便讹钱。对“打假博主”恶意打假这一现象，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危害-原因-过渡-对策-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短视频兴起之后，打假俨然成了一条热门的赛道。一些打假博主快速出圈，化身“市场秩序的守护

者”。然而，也有一些所谓的“职业打假人”打着伸张正义的旗号进行敲诈栽赃。这一乱象，需要引起

我们的重视和警惕……

第二步——危害：

首先，打假乱象的出现，无疑影响了商家的正常经营。商家频繁遭受恶意索赔，会加重他们经济负

担。同时经营秩序被打乱，商家需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应对，小商家可能因此陷入经济困难甚至倒闭……

其次，这种恶意敲诈的行为也成为了一种不良示范。这些恶意打假人的行为可能误导大众，形成不

健康消费观念和行为模式，如认为通过找茬投诉可获利，进而效仿，破坏诚信消费环境……

最后，从长远来看，打假乱象如果得不到遏制，也会对地方营商环境产生损害。这种行为损害了地

区营商形象，降低了对外来投资吸引力，影响了地区经济发展。同时也让公众对政府管理产生质疑……

第三步——原因：

一方面，商家本身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虚假”成分。因此越来越多的“职业打假人”将打假作为

获取暴利的手段，抓住了商家为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态，获取非法受益……

另一方面，这种乱象在监管上也存在一定难度。这些所谓的“职业打假人”采用调包栽赃等手段，

隐蔽性强，监管部门调查取证困难。且涉及多环节多领域，部门协调配合不足，易出现监管漏洞……

第四步——过渡：

打假该实事求是。既然打假博主要从事网络维权的“生意”，首先自己得奉公守法，遵守市场秩序，

绝不能为了利益最大化，就刻意激化矛盾，甚至进行敲诈勒索，打着“捍卫正义”的名义非法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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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对策：

第一，审核再严格一些。短视频平台要压实主体责任，加强审核把关。如果存在虚假、夸大、误导

性的内容，或者刻意“以暴制暴”，那就应该果断采取警告、限流、封号等措施，对打假博主们形成正

向引导，避免他们为了追求流量而失去底线……

第二，监管再灵活一些。对于“职业打假人”的火爆，监管部门也应该擦亮眼睛，加强监督引导。

一方面要联合市场监管、公安、司法等成立专项整治小组，严厉查处恶意碰瓷、调包栽赃等行为；另一

方面也可以和短视频平台合作，设立打假博主认证机制，对符合条件的博主进行官方认证……

第三，治理更长效一些。“职业打假人”的出现，本质上是因为短斤少两、坑蒙拐骗等不法行为泛

滥。因此，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加强对市场主体教育培训、优化市场监管流程、多部门不定期抽检等方式，

加强市场管理，确保商家诚信经营……

第六步——结尾：

“打假”不能变成“假打”，“职业打假人”乱象治理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相信通过以上措

施，我们能让这种乱象得到遏制，构建诚信、公平、法治的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你怎么办

1.在“职业打假人”与商家的博弈中，常常伴随着法律适用的争议。同时，部分消费者因缺乏专业

的辨别能力和法律知识，在自身权益受到损害时，也不知该如何正当维权。如果你市场监管总局的工作

人员，负责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请谈谈你将采取哪些措施来提升公众的法律意识，引导社会形成理性、

健康的打假维权氛围？

◎审题判断——你怎么办（常态化问题处理）——答题结构【入题-分点论述措施-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入题：

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中，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随着商品交易的频繁与

复杂化，一些不法商家利用消费者对商品信息的有限了解，进行欺诈销售，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在这一背景下，如何提升公众的法律意识，确保消费者在权益受损时能够理性、合法地维权，成为

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课题……

第二步——措施一：

首先，我将致力于加强相关法律的宣传和教育工作，确保消费者权益保护知识的普及。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如举办法律知识讲座、制作消费者权益保护宣传手册等，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

法规、维权途径、举证责任等基础知识普及给广大消费者。特别是要强调“知假买假”与正常消费维权

之间的区别，明确告知消费者，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了消费者索赔的权利，但“知假买假”

以盈利为目的的行为，并不被法律所鼓励，甚至可能构成欺诈或其他违法行为……

第三步——措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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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将推动完善消费者维权援助机制，为那些法律知识欠缺、维权能力不足的消费者提供法律

援助。包括设立消费者维权热线，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援助、调解等一站式服务；建立消费者维权基金，

为经济困难的消费者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推动建立消费者维权志愿者队伍，为消费者提供志愿服务，

共同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四步——措施三：

再次，我还将积极推动消费者维权文化的建设，将这一理念深深植根于社会之中，成为每一位消费

者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比如拍摄正确维权宣传片，通过生动的案例和真实的故事，向公众展示如何在

权益受损时采取合法、理性的手段进行维权；进行“恶意打假”案例专题报道，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原因、

危害以及法律后果。加强媒体宣传和社会活动，弘扬诚信、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

的维权观念，避免盲目跟风、非理性的打假行为……

第五步——措施四：

最后，我还将联系单位内的其他部门，加强对商家的监管和教育，推动商家诚信经营。通过加强市

场检查、完善投诉举报机制、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等方式，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对

商家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帮助其提高商品和服务质量，从源头上减少消费者权益受损的情况……

第六步——结尾：

我相信，通过以上做法，我们一定可以逐步构建一个更加透明、公正的市场环境，让每一位消费者

都能在消费过程中享受到应有的权益保障。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持续努力，不断创新和完善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的方式方法，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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