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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喝播”问题大

“三四瓶白酒倒在一个巨

碗里，主播‘一口闷’”“白、啤、

红、洋、黄五种酒整瓶混合快

速豪饮，喝到主播呕吐不止甚

至失去意识”“一群男女在一

起滥饮斗酒直到把人全部喝

晕倒在桌下”……

新华社记者发现，虽然

“问题吃播”已被清查封号，但

以“拼酒醉酒”来“吸粉”的“问

题喝播”却仍活跃在部分短视

频平台，不仅危及主播健康，

更宣扬畸形审丑心态、严重破

坏行业健康生态。

新华社发 徐 骏作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毛 鑫

商家：你好，处理纠纷单的。
嫌疑人：你这边想怎么解

决呢，我尊重你的选择。
商家：我这边给您补偿50

元，商品你也留着用，大家都不
容易，你看行吧。

嫌疑人：别人都是588元、
488元解决的，以后有事你也
可以找我。

商家：优惠点188元吧，大
家都不容易。

……
这是发生在2020年11月

3日的一段聊天记录，聊天的双
方分别是某电商平台商家与17
岁的张某豪。15天后，张某豪
在当地派出所接受警方调查。

彼时，距离张某豪加入章某
强组织的实施网络敲诈的商业
水军团伙已有一年。据办案民
警介绍，这一团伙以“公益打假”
为名，通过组织未成年人及各类
闲散人员制造“网上碰瓷”，以恶
意评论、灌水等施压手段要挟网
店商家索要“保护费”，在电商平
台上形成恶劣影响。

不给钱就投诉、刷差评

来自安徽省合肥市的汪小
军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经营一
家蛋糕店多年，信誉一直良好，
在某电商平台上，竟然被人投
诉说“蛋糕中有虫子”。

事情发生在2020年10月
24日，一买家从汪小军店中下
单一款千层面包蛋糕，到货之
后即发起纠纷单，并在电商平
台聊天界面上说食品有问题，
让汪小军私下解决。

买家网名为“您的猪”，称
汪小军售卖的蛋糕中有虫子，
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让其赔偿
1000元。该要求遭到汪小军

拒绝。对方又威胁称，如不答
应其要求，会向市场监管部门
投诉。因担心平台和监管部门
介入后若没处理好，既耽误时
间，还影响营业额，汪小军无奈
选择妥协，同意了对方“赔偿
200元、退款不退货”的要求。

让人意外的是，没几天，
汪小军的两个朋友也在该平
台遭到买家“您的猪”的恶意
投诉勒索。这让他再次确认
是遭遇到商业水军敲诈了，于
是报警。

面对民警询问，汪小军坚
持自己的商品没问题，称只因
对方发起了纠纷单，“如果处理
不好，平台可能做出降权、扣
分，以及降低店铺的搜索排名
等处罚，影响店铺营业。”

警方调查发现，“您的猪”
就是章某强。章某强成立了一
个涉嫌利用网友实施敲诈勒索
的商业水军团伙，该团伙有专
门的师傅，收取拜师费之后向
团伙成员传授敲诈勒索商家的
方法。

广州市公安局南沙分局重
案大队副队长邝磊介绍，为确
保“碰瓷”顺利进行，章某强团
伙在收到商品后，首先通过网
购平台聊天软件与商家交涉，
简单说明涉假情况后，留下联
系方式并要求退款赔偿，对不
予配合的商家逐步施压“恶意
差评”，如多次提交交易纠纷、
恶意举报评论灌水等，向商家
逐步威逼。

“对于威逼不成功的商家，
该团伙成员会在其同行圈子内
群发店铺或商品链接，并组织
群内成员对店铺进行恶意下
单、退货及差评，甚至从店铺的
微博等宣传社交平台入手实施
围攻，对商家的客服账号实施
恶意举报直至封号，以此作为
报复。”邝磊说。

高中生建群收徒敲诈

“碰瓷”蛋糕店不到一个月，
章某强被抓。当时他正在江西
某职业学院读一年级。他很快
向警方交代了自己从事恶意索
赔，以及通过社交群组向别人传
授恶意索赔经验的过程。

早在上高二时，章某强就
接触了恶意索赔。当时，他被
一些网友拉进一些关于“网上
商城打假退赔”的学习群，他在
这些群组里学到了怎样搜索关
键字、怎样和商家聊天，有哪些
条款作为索赔支撑等。

在他的电脑中，警方发现
了大量关于京东、苏宁易购、美
团等互联网平台商业场景的恶
意索赔方法，其中有关于电动
车、水果、牙膏、茶叶、鼻腔喷雾
器、植物调和油、篮球鞋，甚至
网游兑换码等多种商品的恶意
索赔教学内容。

“刚开始，我只是‘吃货’，
尝到甜头后，慢慢开始学习向
商家索赔现金。”章某强说。

所谓“吃货”，指在网购后以
商品三无或其他违规为由投诉，
然后逼商家退款，但不退货。

章某强在其制作的一条短
视频中，介绍了如何向某社交
电商平台水果商家索赔的方
法：收货后先手持水果拍照片，
画面中要有水果箱、快递单，之
后从该平台寻找其他人发的坏
水果照片，把坏掉的部分用修
图软件“移花接木”到没坏的水
果照片上，之后向平台投诉、向
商家索赔。

记者了解到，章某强并不
知道拉他“入行”好友的真实身
份，也没向他们交拜师费，但自
己每成功索赔一次，会给“师
傅”发一个 88元的红包作为

“团饭”，这是“行规”。
2019年6月份，他开始自

己收徒，将一些好友拉入自己
建的群组，在群内打广告，自诩

“白嫖大队”“零撸党”，宣称“不
敢说月入过万，好好干月入几
千没问题”，让想学敲诈的人向
他交拜师费。

按照教授内容深浅程度不
同，拜师费分两种套餐：一是
388元的“徒弟套餐”，主要教
入门级别简单的索赔方法、话
术技巧，并偶尔分享瑕疵商品
链接等；二是688元的“表弟套
餐”，需要提供身份证或户口本
进行实名认证，主要教较为全面
的索赔思路，包括瑕疵商品链接
的寻找思路、与各类互联网平台
客服的沟通技巧，以及对商家进
行心理控制的顺序步骤等。

随着他生意的火爆，2020
年4月1日，章某强18岁生日
之后，“徒弟套餐”涨到688元、

“表弟套餐”涨到888元。到了
11月中旬，“表弟套餐”已涨到
1288元。

经查，章某强不断招揽在
校学生、社会闲散人员发展下
线，组建网络社团“大猪组”，一
年来共组建网络群组 200 余
个，发展“学徒”440余名，其中
骨干成员36名，仅“拜师费”就
非法获利30余万元。

恶意索赔团伙套路曝光

负责侦办此案的邝磊介
绍，警方查明，该团伙以“招募
打假人员—传授犯罪方法—组
织围猎店铺—敲诈勒索钱财”
的模式实施违法犯罪。

一是研究打假思路，物色
瑕疵商品链接。该团伙核心打
假人员主要负责研究打假思
路，通过各种手段在各大网购
平台，寻找使用废止标准的商
品、假冒伪劣商品等存在瑕疵
的商品，形成“敲诈索赔”思

路。邝磊说，一些“山寨”商品
因无法提供合法的入货渠道证
明而成为打假人员所青睐的瑕
疵商品。章某强也坦言，这些
卖假冒伪劣产品的商家本身理
亏，所以愿意给钱。

二是群发招募广告，线上
传授犯罪方法。该团伙核心成
员在其圈子内群发“打假收徒”

“带赔偿车”等广告，用以往敲
诈成功的截图吸引社会闲散人
员，以此招收“学徒”。确定师
徒关系后，章某强利用网络群
组织授课，通过图、文及语音结
合的方式讲授索赔技巧，定期
汇总各大电商平台的瑕疵商品
和服务链接、各种政策规范标
准文件及索赔话术，并通过群
文件进行分享。

三是恶意差评，逐步施压
要挟。为确保“网购碰瓷”顺利
进行，该团伙在收到商品后首
先通过平台提交交易纠纷，然
后与商家进行交涉，留下联系
方式并要求退款赔偿。对不予
配合的商家，他们会进行恶意
举报、差评灌水，并以“封店铺”

“上法院”等字眼对商家施压。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该团伙

36名骨干成员中，除两人22岁
外，其余人员均在15岁至20岁
之间。警方表示，该团伙利用未
成年人心智未成熟、容易受利诱
的特点，不断灌输不正当的牟利
方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青少年群体的网络线上活跃程
度较高，更容易受到这种负面

“网赚”氛围的影响。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全国

每年仅市场监管系统收到的恶
意投诉举报就多达 100 多万
件。根据对各类平台的调研，商
家私下妥协的在500万件以上。

北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
研究会副秘书长朱巍建议，市
场与网络监管部门应切实履行
好监管责任，加强日常巡查，主
动受理举报与投诉，将日常执
法真正“下沉”到网络空间。社
交平台也应承担主体责任、加
大治理力度，合力清除这些网
络世界中的毒瘤。

警方表示，恶意索赔案件
中，有的被害人因敲诈金额小，
重视程度不够，愿意息事宁人；
有的被害人法律意识淡薄，证
据保存意识不够；有的被害人
在经营网店过程中确实存在微
小过错，担心报警会受到处罚。

公安部在通报中也提醒广
大群众，在遭受涉信息网络黑
恶势力不法侵害时，一定要沉
着冷静，第一时间报警；要保存
好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等电子
证据；要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调
查取证工作，准确说明情况，并
提供涉案账号，方便公安机关
深入调查，尽快追赃挽损。

不给钱就刷差评不给钱就刷差评

商业水军商业水军““网上碰瓷网上碰瓷””索赔套路深索赔套路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