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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网购江湖中的“差评师”
以“差评”要挟网店掏钱，甚至成为同行恶性竞争的打手，部分差评师月入万余元

淘
宝拥有数以百
万计的网店，
每家网店要靠

信用生存在这个网络
交易平台上。

“不出10天，我们
能让一家经营一年的
网店倒闭，当然也能让
一家饱受差评的商家
看上去很美。”多名职
业差评师说，这一切都
可以靠钱来解决。

职业差评师，成为
近期淘宝商家最为头
痛的字眼。

这个新职业产生
于近两年，他们针对淘
宝对网店的信用评价
体系，利用交易规则中
的漏洞，以“差评”敲诈
卖家，“少则几元，多则
数百”。

“ 这 是 法 律 和 淘
宝规则的 监 管 空 白
地带。”差评师们说，
只要脸皮够厚，心够
狠，钞票就会不断流入
腰包。他们甚至充当
网商打手，搞垮竞争
对手。

A08—A09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甘浩 石明磊

为弄清职业差评师运作
内幕，记者近一段时间卧底4
个差评师 QQ 群，发现差评
师不仅单干，还组群围攻卖
家，甚至充当一些商家的“打
手”，打击竞争对手。

“猎人”
新店易受差评师关注

每天上午，差评师 QQ
群 里 的 头 像 逐 次 闪 亮 起
来。有很多时候，群里第一
条信息的内容就是“今天有
肉么？”

肉，是差评师对可下手
网店的暗语称呼。

差评师小彭说，一般差
评师不会选择当地的店铺下
手，免得卖家真的跑来找麻
烦。其次，差评师一般挑选2
钻（网店的信用等级）至 4 钻
或旺铺版 2 钻以下信誉的卖
家，特别是旺铺版 1 钻以下
的卖家是主要的猎物。

小彭介绍，这些信誉卖
家一般都是刚起步，几个差
评足以让店铺关门，卖家非
常在意出现差评，急于求买
家修改，“最容易上钩”。

从产品而言，低价包邮
产品，特别价格范围 5 元以
下的任意包邮产品，或是正
在促销的产品，都是差评师
关注的对象，买家风险小，卖
家发货就赔钱，不发货就差
评，“卖家就很难逃脱”。

记者发现，很多差评师
得手后，会把链接网址发送
到 QQ 群中，让其他的差评
师再去得手。

“群狼”
分工明确的“行动组”

“今天有任务么？”这是
QQ 群里出现率较高的一
句话，就是组团去敲诈淘宝
卖家。

“找到块肥肉了，想吃的
速来报名。”6 月 15 日下午，
在记者卧底进入的一个差评
师 QQ 群中，显示出这样一
则消息。

200多个成员的群内，很
快有10多名网友报名。

发起者和报名者另行聚
集在一个 QQ 讨论组中，用

他们的术语说，这个组名为
“行动组”。

行动组成员分工明确，
10多人分为“猎人”、“拍手”、

“交涉”、“账目”4 类角色，其
中猎人和账目各 1 人，交涉 3
人，其余均为拍手。

猎人负责搜寻有机可乘
的商家，这次将目标锁定为
北京的一家礼品店，“向店中
出售的这个礼品袋下手。”他
贴出截图，发号命令。

按这家礼品店的商品说
明，该礼品袋是目前促销活
动的赠品，买家在店中购买
礼品后，可用 1 分钱的价格
订购。

“真是店主的不幸，露出
这么大的空子。”一名拍手幸
灾乐祸地回复。随后，数名
拍手在几分钟内，迅速单独
买下 40 件礼品袋，并将每笔
成功交易截图后发在 QQ 讨
论组中。

“不要写真名和详细地
址。”账目一边提醒拍手，一
边记录着每条交易信息，他
正是此次行动的发起者，“店
主肯定不敢发货，交涉人员
先晾他一个下午，等他着急
了再跟他联系，每单至少敲
15元。”

“投降”的商家将钱打到
指定账户后，差评师就按比
例分钱，按惯 例 发 起 者 抽
20%的份额，其余的钱再按
角色平分，“一个成熟的差
评 师 行 动 组 ，每 天 能 完 成
10 笔左右的任务。”多名差
评师说。

“打手”
“大单”点名打击对手

按照资深差评师老许的
说法，小彭那样的差评师没有
太大出息，“我们做一个大单，
能顶他们一个月的收入。”

老许说，小彭那样的职
业差评师，每天都忙着在淘
宝上翻商家、找目标，然后给
差评，这都是“苦力活儿”。
而他和几个朋友，则是以“公
司合作”的名义挂在网上，等
待别人联系大单，以恶意差
评扳倒“老板”的竞争对手。

记者调查，在很多网络
论坛上，都可以找到类似的

帖子。百度贴吧，很多人都
注明“专 业 打 击 淘 宝 假 冒
伪 劣 产 品 ，同 行 竞 争请加
QQ号”

淘宝网上竞争激烈，很
多网店销售的商品差不多。
老许说，有的商铺感觉别人
抢了自己生意，就会雇佣差
评师，给出许多恶意差评，以
此打击甚至扳倒对手。

“这样的大单才是最赚
钱的，也没有任何风险。”老
许说，他们在与雇主谈妥价
格后，由雇主提供对方店铺
的名称、ID，在差评师按照指
定拍货后，雇主会负责匿名
代付货款，付款成功，差评师
便给出差评。

老许说，如果目标是 3
钻以下的店铺，20 个差评就
能直接让他关门；3 钻以上，
皇冠以下的，一般 50 个左
右；皇冠以上的话，就要看具
体情况，不死也要半条命。

被搞的店铺级别越高，
雇主给的价钱也就越高。

身份
差评师也负责删差评

近一周的时间，记者卧
底多个差评师 QQ 群发现，
很多职业差评师，也从事删
差评。

“只要赚钱，给差评和删
差评都一样。”差评师小彭
说，差评师也接删差评任务，
有的甚至自产自销，“删一个
差评赚几十到几百。”

小彭说，删差评通常有
三个途径，一是让淘宝内部
人来删，二是盗取买家账号
删，三就是给买家打骚扰电
话。以前有的是找内部熟
人 来 删 ，所 谓 熟 人 也 就 是

“淘宝小二”（淘宝网管理人
员），但淘宝反腐，这条路被
堵死。盗号比较繁琐且风
险大。而给买家打骚扰电
话，则是简单，只需要不断
骚扰就行。

记者发现，群里一个差
评师曾给店家一个差评，然
后两个星期都不跟店家联
系。同时，他又用另外一个
账号登录，给店家留言说能
删差评。

果然，扛不住的店家联

系上他删差评，这一来一去，
他就赚了200元。

除了给差评、删差评，差
评师给网店刷信用。一些新
开的网店急需“好评”提高人
气和信用度，按照正规程序，

“好评”需要真实的交易和买
家给出，但一些网店花钱雇
人 ，用 虚 假 交 易 获 得“ 好
评”。小彭称，目前淘宝对刷
信用查得很严。

多名职业差评师称，他
们中不少人是在校大学生、
白领以及部分自由职业人
员。大多数都有过在淘宝
经营网店的经历，熟悉淘宝
交易规则，“更容易发现漏
洞，更熟悉谈判规则和店主
的心理。”

收入
自曝月入万元“没问题”

“月入不到三万，都不好
意思说自己是差评师。”这是
一个职业差评师在百度贴吧
里的留言。虽然很多网友跟
帖说他吹牛，但多名差评师
坦言，这行也看“业务水平”，
但整体的确收入不低。

入行不久的差评师小
彭，他是一名大学刚毕业的
学生，原先在淘宝开了个小
店捣腾 CD，半年前受人“指
点”，开始从事差评师。

“我不是天天挂在网上，
没他们挣得多，一个月也就
三五千块钱。”小彭说，其实
差评师这一行很难干，心狠、
脸皮厚才能干得下去。

但他也坦言，很多时候
差评师挑选的首要目标，往
往是自身有问题，比如低价
包邮、图样和说明不匹配，涉
嫌刷信用等。对于这样的店
铺，差评师就维权投诉。有
的差评师甚至宣称“我们是
正义的，是为了完善淘宝规
则而存在的！”

在记者卧底的这个群
中，一名差评师在 10 分钟时
间内，连续拍了 10 多件商
品。他还在群中炫耀，“要给
自己买包好烟犒劳一下”。

小彭说，就像这样的，如
果一件商品赔 20 元，就能收
入 200 多元，一个月下来上
万收入不成问题。

天色已暗下来，电脑上
阿里旺旺窗口不断闪烁。

“3 分钟拍下 28 件！”黄
恩差点儿喊出，开淘宝网店
近一年，生意从未这么火过。

他所经营的电阻、电容
等元件，竟然在儿童节这天
成为热销商品。

但好心情很快消退，浏
览过买家信息后，黄恩发现
拍下的28件商品源自6个不
同买家，邮寄地址分散在全
国各地。更重要的是，买家
留下的地址，或许永远无法
找到收件人。

差评师向卖家
索“茶水钱”

6 个买家的收货地址都
是只粗略写着某市某区，更
离谱的其中两个收货点，是
天安门广场和前门。收件人
姓名也不真实，比如其中一
人名为“庆庆庆”。另一名留
着贵州手机号码的网友，要
求将商品发货至台湾。

发货还是不发？黄恩陷
入两难。

不发货或是取消交易，
可能遭到投诉并被淘宝网处
罚。而向这些个人信息不详
的买家发货，非但对方收不
到货，还会赔上邮费。

黄恩的淘宝网店页面标
注有“卖家承担运费”，他坦

言这些几元钱的小元件，店
里一般 10 件以上包邮，“如
果不够数量就包邮，会让我
赔本。”以往遇到这种情况，
黄恩会通过阿里旺旺聊天软
件与买家沟通，“多数买家都
会理解，补交运费。”

但这次，自称买家的网
友留下QQ号码，“我不会用
阿里旺旺，想找我解释就加
这个QQ号。”

打开 QQ，黄恩发现，自
己把这事想简单了。

“我们是差评师，那 28
件商品都是我们买的。”网名

“大眼睛”的买家开门见山，
“每件货赔弟兄们 15 块茶水
钱，我们就申请退货退款，否
则就向淘宝网投诉你不发
货，给你差评。”

差评，是让网店商家害怕
的两个字。在以信用评价体
系搭建的淘宝网络交易平台
上，买家可对商家每一笔交易
进行评价，若获得好评，网店
诚信度越高，光顾的网友也会
随之增多；每获得一次差评，
网店会被淘宝网扣除1分。

28 个差评，对辛苦一年
积攒 700 多分的小网店，“损
失难以估量”黄恩说。

删差评师对买
家威胁骚扰

卖 家 黄 恩 ，遇 到 差 评

师。买家邓坚，遇到的却是
职业删差评师。

5 月 14 日，邓坚在淘宝
上买了一个折叠小桌，到货
后发现小桌是聚合板的，不
是商家所承诺的实木材质，
而且颜色也不对。一时气愤
的邓坚，当即给了卖家一个
差评。

当晚，卖家就联系邓坚，
请他帮忙删除差评，承诺删
除差评就退还部分货款。

邓坚态度坚决，卖家多
次联系均无果。

没过几天，另外一个号
码给邓坚发来一条短信。“自
称是删差评师，要求删除之
前买小桌的差评，作为交换
条件，可以退货并赔付 20 块
钱。”邓坚说。

短信末尾略带威胁，声
称“如果不修改差评，就会电
话、短信不停”。

“赤裸裸的威胁。”抱着
死磕态度的邓坚说，当时决
定无论如何，也不改差评。

骚扰电话和短信果然接
踵而至。

一天 24 小时，不时就有
陌生电话接入，接通就被挂
掉。

邓坚投诉到淘宝，对方
除了记录也没有好办法。

坚持了两天，邓坚彻底
投降。

之后，骚扰电话也就没
再响起。

邓坚向同事诉苦，发现
不少同事都遇到“如果不删
差评，卖家就会雇人，不停地
骚扰”。

靠着规则漏洞
赚钱的职业

黄恩犹豫再三，没有发
货，也没有给“茶水钱”，随之
而来是差评投诉。

遭敲诈后，他曾报案，警
方表示涉嫌金额太小，达不
到1000元的立案标准。

同样苦恼的还有淘宝店
主姗姗。

6 月 13 日，淘宝一家手
机店店主姗姗遭遇差评师，7
件手机贴膜被逐一订购。事
实上，贴膜只是买手机才优
惠销售，但买家也可以只买
手机不买贴膜，所以网店开
辟贴膜的单独页面，“这个价
格单买贴膜再包邮费，得赔
死。”姗姗说。

姗姗和单独订购贴膜的
买家解释，对方称是职业差
评师团伙，想取消交易须汇
款 140 元，否则以不发货为
由进行投诉。

“ 我 听 说 过 差 评 师 敲
诈，打电话时特意录了音。”
姗姗说，随后联系淘宝客
服，得到的回复是“必须先
发货，而且电话录音无法作
为证据。”

按淘宝网规定，除阿里
旺旺聊天软件外，其他通过
短信、QQ 等方式获得的聊
天记录，均无法作为申诉证
据。姗姗等淘宝网店店主
称，差评师就是利用这规则
漏洞，绝不在阿里旺旺上留
下索要钱物的证据。

黄恩则认为，即使买家
所留收货地址不全、不详，淘
宝网也要求商家必须先发货
的规定，与《邮政法》中“用户
交寄邮件，应当清楚、准确地
填写收件人姓名、地址和邮
政编码”之规定相悖。

同时，他认为淘宝网的
信用评价体系本是买卖双
方互评，商家信用低难卖
货，买家信用低，在购买时
也应受到限制和约束。但
就目前而 言 ，淘 宝 网 只 要
求网店经营者须实名注册、
缴保证金等，规范严格，买
家却能随意注册账号，门槛
极低。

“这使得很多差评师注
册有数十个普通账号，即使
被商家投诉和给予差评，换
个账号接着做。”黄恩说，同
时差评师的敲诈每笔不多，
达不到警方“单次涉案 1000
元”的立案标准。

“10、20 不嫌少，三百、
五百不嫌多，但你要相信，差
评师要钱绝不会超过 999。”
在百度贴吧，一名差评师如
是说。

昨日，淘宝公众与客户沟
通部工作人员称，如以评价相
要挟退货的不合理要求、或同
行间的恶意评价，淘宝网有
一套完整的监控体系。

所谓“职业差评师”与
卖家发生的交易，大部分是
由于商家发布大量低价包
邮商品，或商品标题以及赠
品等，不应产生评价的商
品，错放类目导致的。

淘宝建议卖家严格按
照商品发布管理规则编辑
商品，有计划的发布低价促
销“宝贝”，以免因自我过错

导致利益受损。
网上购物与线下购物

只是获取商品的渠道与方
法不同，消费者享受的权
利，与卖家应尽义务是相同
的。如确实涉及被有组织
有预谋的社会不良组织敲
诈勒索，淘宝建议商家保留
证据递交淘宝网审核，同时
也建议商家对此行为联系
公安机关报案处理。

对商家称淘宝网只采信
阿里旺旺聊天记录，该工作人
员称，商家提供证据是否被采
纳，是根据具体案例来看。

对于职业差评师，中国
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法
律顾问赵占领律师认为，如
果其涉案金额达到“1000 元
至3000元”，就涉嫌敲诈勒索
罪。如果没有达到这一立案
标准，也可依据“损害商业信
誉、商品声誉罪”来处理。虽
然相关法律规定，通过互联
网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
没有金额要求即可追责，“但
至目前，仍没有实际案列。”

而对删差评师的行为，如
果干扰、威胁买家，可依据《治
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理。如

果公布买家隐私，则可追究其
侵犯隐私权的责任。

赵占领介绍，目前，淘宝
的“C2C”（个人对个人）模
式中，商家及买家的信誉，基
本上完全依赖于评价系统。
这一方面说明该评价系统有
实质上的作用，但目前出现
的差评师和删差评师情况，
也表明该系统在评价权重方
面应该完善，不能仅针对商
家而忽视了买家。他还建议
买家注册账户时需提交实名
信息，一定程度上限制差评
师的出现。

■ 暗访

多面差评师：猎人+群狼+打手+卫士

■ 淘宝回应

多为商家过错导致受损

■ 专家说法

网络信用评价体系需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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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评师的QQ群。 网络截图

差评师在QQ群中分工。网络截图

差评师向网店要挟索钱。网络截图

差评师在QQ群中分工。网络截图

差评师操作流程

结组
在 差 评 师 的

QQ群内，有人发出
任务指令，多名差
评 师 组 成“ 行 动
组”，分为“猎人”、
“拍手”、“交涉”、
“账目”4类角色。

搜猎
“猎人”负责在

网上搜寻有机可乘
的商家，之后贴出
截图，发号命令。

拍得
数名“拍手”在

几分钟内，迅速用
虚假名字和不详地
址拍下数十件商
品，并将每笔成功
交易截图后发在
QQ群里。

谈判
“交涉”一般会

先晾一下商家,他
们不会用阿里旺旺
聊天软件与商家沟
通 ，以 免 留 下 证
据。而是在QQ中
以“差评”要挟，向商
家索要“茶水费”。

分利
“投降”的商家

将钱打到指定账户
后，“账目”会因组
织发起，先抽 20%
的份额，其余的钱
再按角色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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