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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逐步限制职业打假人牟利性打假
沈阳" 打假熟面孔#该何去何从$

近日%网络流传最高法办公厅给国家工商总局办公厅一份关于引导和规范职业打假人的建议的答复意见%有人解读认为%& 不再支持职
业打假人打假行为#' 这份答复意见是真是假$ 职业打假人又将何去何从$

%

月
'$

日%沈阳晚报(沈报融媒记者对此展开调查发现%意见确实存在%但全面叫停职业打假却是一种误读' 这份答复不是司法解释%

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基层法院和工商部门遇到职业打假时可参与借鉴'

现状!职业打假出现" 井喷)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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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家人分批到法院诉讼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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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支持食品(药品方面打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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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在普通消费产品领域#消费者获得

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经营者的欺诈行为$ 民法上的欺诈#按照!民法通则意见"第六十八

条的解释#应为经营者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消费者作出了错误意

识表示$ 而对于知假买假人而言#不存在其主观上受到欺诈的情形$

!(

从打击的效果来看#由于成本较小#取证相对容易#牟利性打假的对象主要是大

型超市和企业#主要集中在产品标识%说明等方面$

$)

从目前消费维权司法实践中#知假买假行为有形成商业化的趋势#出现了越来越

多的职业打假人%打假公司&集团'#其动机并非为了净化市场#而是利用惩罚性赔偿为自

身牟利或借机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 更有甚者针对某产品已经胜诉并获得赔偿#又购买

该产品以图再次获利$ 上述行为严重违背诚信原则#无视司法权威#浪费司法资源#不支

持这种以恶惩恶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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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意见可供借鉴%但不具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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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刘先生表示#虽然职业打假人消费的目的和普通消费者不同#但其所作所为却是对众多普通消费者有益的$ 假货的泛滥#一方面说明了相关部门监管存在缺

位#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对制假售假者的制裁不够严厉$职业打假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协助相关部门打假的作用#打击了制售假者嚣张气焰#净化了市场$如果

仅将职业打假人限制在食品%药品方面#最高兴的肯定是售假的商家#不法商家肯定会更加有恃无恐$

沈阳一名职业打假人对此表示了遗憾()如果没有法律的保护#消费者就会像没有牙的老虎#消费维权将会难上加难$ 有关部门应该将主要精力放在整顿制售假的市场

净化方面#而不是本末倒置将打假者放在首位#这对市场的净化是十分不利的#除非相关市场监管能全面跟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职业打假人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

辽宁联胜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金威认为#原来倡导的)知假买假*确实可以起到监督市场的作用#但这是不可取的#因为保护市场经济不能单纯靠职业打假者#还得

靠法律和制度$ 限制职业打假人的行为#从短期来看#只会减轻一些商超应对打假的压力#而不会对市场净化起到长远的影响#)只有随着法律的逐步健全#执法的加强

和监管越来越到位#职业打假这种现象才会逐步消失$ * 沈阳晚报(沈报融媒记者 王立军 摄影记者 孙海

分析!职业打假人爱到商超打假

声音!法律健全了%才能净化市场

职业打假人爱到大型商超打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