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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有信

红 黑 榜

——信息来源：湖南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协会

2019年度湖南省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名单（10）

（未完待续）

湖南麓南汇众鑫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申亿五金标准件有限公司

长沙市任重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长沙市天恒科学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对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东晟电子有限公司

湖南省致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长嘉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神匠古建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绿林市政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尚医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明浩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诚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天一平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长沙玉诚环境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合力电力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省大宇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沃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腾发新能源有限公司

湖南天健众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中建五局装饰幕墙有限公司

湖南固尔邦幕墙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麓楚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康盛源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长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奉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佳能通用泵业有限公司

海南海航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

港湘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创业电力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明泰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中航长沙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长沙锄禾展示展览有限公司

湖南兴溢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亿盛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书景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三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铭望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六建装饰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浏阳市勘察测绘院

长沙市健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天昊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高新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佳信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诚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市金华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湖南大华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长沙普惠环保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金驰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御艺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同力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博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中屹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华润湖南医药有限公司

湖南鲲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凯歌软件有限公司

湖南浩淼水务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湘水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长沙金牛家电有限公司

湖南长沙坪塘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紫薇垣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湖南天人安装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百尔德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湖南京领物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网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恒信合力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湖南省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安喆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湖南楷程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龙腾国信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湖南福湘发电设备有限公司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中维建通信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湖南网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遭遇差评“碰瓷” 商家有苦难言
“职业差评师”以恶意差评要挟卖家、干扰买家，损害了电子商务营商环境，践踏市场信用体系。

对于“职业差评师”的治理，商家和平台都应担起责任，共同维护市场运行的稳定性

□ 韩丹东 苏欣雨

据媒体报道，近日，在外卖

平台开店的赵某称遇到了“职业

差评师”，差评大多和食品卫生

相关，对方索要1800元删差评

未果，他的新店被恶意差评半个

月，导致销量和评分急转下降。

与此同时，广州一家店主也被

“职业差评师”勒索，最终支付

1300元息事宁人。

顾名思义，“职业差评师”就

是指依靠差评谋生的人。他们

活跃于各大电商外卖平台，或利

用商家惧怕差评的心理，进行大

额勒索；或形成组织，帮竞争商

家“刷单”打压店铺。这些行为

的动机并非为净化市场，而是通

过所谓的“维权”进行牟利，给市

场秩序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让不少商家“哑巴吃黄连，有苦

说不出”。

利用差评勒索钱财
受害商家有苦难言

10月 22日，外卖商家赵某

发现自己的店一天内连续收到

7条负面评价。这些负面评价多

和食品卫生相关，有顾客表示吃

出了蟑螂腿，牛肉发臭，还有鸡

蛋和青菜都是生的，等等。对这

些差评，赵某颇感意外，因为平

日他对新开的店格外用心，卫生

品质把关也极为严格。

当晚，一陌生人加他微信发

来“差评”截图，要挟“1200 全

删”，不转账不删差评。至此，

赵某才知道自己遇上了“职业差

评师”。

“职业差评师”在购买商品

后，会以商品存在瑕疵为由，向

商家勒索钱财牟利。其评论内

容往往文不对题，子虚乌有，更

有甚者伪造“证据”以证明差评

的可信性。

外卖商家张某称，近日他也

遇到了“职业差评师”，对方在购

买他们家的馍之后，谎称自己牙

齿受损，并出示了一份医院检测

报告，索要800元医疗费。在寻

求医生的专业判断后，张某发现

了其中端倪——这病是长久形

成而非食物导致。

无独有偶，外卖商家周某称

自己常常受到“差评”勒索钱财，

“身体不适”的理由最多。这种

理由核实难度大，对商家名誉危

害高，迫使很多商家不得不花钱

保住自家店铺。

“差评”本是消费者捍卫权

益的武器，却被不法分子利用，

衍生出“职业差评师”这一荒诞

职业。“职业差评师”假借差评，

因自我私欲而强加罪名给商家，

还通过恐吓威胁等手段勒索钱

财，其本质上是一种违法行为。

此前已有此类案例被警方

处理。2017年3月，淘宝店主童

某收到了一条有些奇怪的差

评。童某提出退款退货、让对方

凭票报销维修费用等各种解决

方案，买家都不接受。一番沟通

后，对方提出索要 8888 元“补

偿”，还不退还电脑。此后，对方

多次敲诈童某，童某最终选择报

警。其后，深圳龙华警方抓获了

曾某等7名利用差评敲诈勒索商

家的犯罪嫌疑人。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如果仅就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

与商家进行平等的协商，从而

在合理的范围内获得赔偿款，

其行为可以理解为正当维权，

应当予以支持。”中国传媒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

郑宁说，如果“职业差评师”借

打假之名向商家勒索钱财牟

利，以差评、投诉、诉讼及向商

家发送虚假律师函等手段相威

胁，达到勒索财物、占为己有的

非法目的，其行为构成敲诈勒

索罪。

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吴旭梦

博士说，“职业差评师”通过敲诈

勒索获得非法利益，这已经突破

了法律的底线：夸大、无中生有

的行为毁坏商家名誉，涉嫌违

法；勒索钱财的金额达到一定程

度，涉嫌敲诈勒索罪。

在北京志霖律师事务所副

主任赵占领看来，“职业差评师”

如果是故意给商家虚假评价，以

此向商家索取钱财，这符合敲诈

勒索的基本条件，只要达到法律

规定的门槛，就涉及敲诈勒索刑

事犯罪；如果受雇于商家的竞争

对手，恶意差评刷单，这是在商

业中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

差评刷单的机构或者个人与雇

主构成共犯，一起构成不正当竞

争，承担连带责任。

恶意差评成本很低
监管缺位乱象丛生

外卖商家张某称，他们片区

有专门做“职业差评师”的团伙，

不少销量高的大店铺都中了招，

被勒索了不少钱财。“好多像那

些比较大的商家，也有过这种被

敲诈的经历，几千几千地往外

赔，不可能不做生意。”

据了解，职业差评师的威力

巨大，能让外卖商家的店铺评分

和销量呈断崖式下滑，很多外卖

商家对这样的行为束手无策。

为何任由“职业差评员”逍

遥法外？郑宁说，其一是电商平

台评价机制的影响。由于商家

的业绩和店铺的信誉关系极大，

消费者往往会通过好评差评作

为选择的依据。同时，平台通过

商家信誉来进行推流，在这个

“流量为王”的时代，减少推流就

大大减少了客单量。其二是平

台的监管漏洞。由于“职业差评

师”的隐蔽性，除非有大量的差

评，否则平台很难监测出来。

外卖商家周某告诉《法治日

报》记者，自己之前被恶意差评

一周，客单量减少了一半多。有

些顾客点单故意差评，为的就是

吃“霸王餐”。由于评论无法删

除，周某只能选择忍气吞声，无

奈餐厅被各种“碰瓷”。

郑宁说：“电子商务法第三

十九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

营者不得删除消费者对其平台

内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

评价。这虽保障了用户评论能

完整呈现，但某种程度上，也让

一些‘职业差评师’找到了牟利

空间。”

外卖商家张某称，现在的

“职业差评师”都很“高明”，写一

个差评换一个手机号，这样就避

开了平台对“不良 ID”的监测。

想要证明自己被“恶意差评”难

上加难，人工平台劝解“职业差

评师”往往无果，最后只能自己

的店铺评分更低。

“对于不法分子而言，恶意

差评成本低，带来的利益诱惑极

大。”郑宁说。

完善平台监管机制
及时打击不法行为

在郑宁看来，“职业差评师”

以恶意差评要挟卖家、干扰买

家，损害了电子商务营商环境，

践踏市场信用体系，侵害消费者

利益。因此，不管“职业差评师”

多难治理，商家和平台都应该担

起责任，共同维护“差评”的评价

机制和市场运行的稳定性。

商家在遭遇类似情况后，

该如何做呢？郑宁建议：“商家

若想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

证据意识十分重要。商家如遭

遇‘职业差评师’的勒索，要积

极主动地通过微信、客服聊天

记录等方式搜集、保存相关证

据，然后报警。”

赵占领建议，商家作为受害

人，如果有相关的证据能证明

“职业差评师”或其背后的机构

受雇于竞争对手，可以起诉对方

以及差评刷单机构不正当竞争，

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对此，平台该承担起哪些责

任？郑宁认为：“平台应完善评

价机制，帮助商家在遭遇恶意差

评时能有效地进行申诉和举报，

利用大数据，重点监控新开店铺

出现的集中差评或者某些不正

常的集中差评，比如可以设定在

一段时间内达多少次差评，就冻

结该账户的评论功能，提升精准

识别度，把恶意差评挡在正式发

布之前。”

在赵占领看来，平台可以对

相关用户进行处罚，比如说封号

或者停止、限制账号的使用等。

“一旦查实恶意差评，应该

对其进行封号，甚至将该账号注

册时使用的身份证号列入黑名

单，使其不能再在这个平台上注

册。”吴旭梦说。

“除此之外，还需要社会各

方主体的支持。”郑宁说，市场监

管部门、网信部门、公安部门也

要加强对“职业差评师”的监管，

打击违法行为。相关行业协会

应当出台行业标准，建立健全

“职业差评师”信用监管机制，将

其列入黑名单。

多方合力打击“职业差评师”
□ 冯海宁

在网络消费时代，无论是

网上购物还是网上订餐，消费

者一般会把其他人的评价作为

重要参考。于是，个别人便通

过“职业差评”行为，先针对商

品发布多条差评，再敲诈商家，

得逞之后删除差评，从中获取

经济利益。对于这种敲诈行

为 ，许 多 店 铺 选 择“ 花 钱 消

灾”。这不仅损害了商家合法

权益，恶意差评信息也对消费

者形成了误导，破坏了正常的

网络消费环境。

对于“职业差评师”的恶劣

行为，很多网络平台正在采取应

对措施。比如，有的平台修改了

评分机制，剔除恶意差评影响；

有的平台为商家提供了投诉举

报渠道，方便及时处置恶意差

评。这些措施虽起到了一定作

用，但总体来看，“职业差评师”

敲诈勒索的气焰仍很嚣张。比

如，有的店铺向外卖平台举报遭

遇“职业差评师”敲诈勒索，但平

台客服人员表示只能删除部分

被识别为“恶意评价”内容，其他

评价则因证据不足不能处理。

因为打击不力，结果商家继续收

到恶意差评。这意味着，平台治

理恶意差评仍存在漏洞，不能做

到精准识别，给了“职业差评师”

作恶机会。当店主选择报案时，

往往会因为“涉案金额不足2000

元”而难以立案。

如果说，几年前平台识别恶

意差评有困难，还可以理解，但

大数据技术成熟后，难以识别恶

意差评，就让人有些费解。这是

因为，目前大数据已经在不少领

域发挥着精准识别作用。纵使

“职业差评师”很狡猾，会通过

“买账号”“游击战”等方式逃避

被识别，但如果平台能充分利用

大数据，重点监控新开店铺出现

的集中差评或者某些不正常的

集中差评，也有望提升精准识别

度，能够把恶意差评挡在正式发

布之前。

按照《刑法》及《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敲

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相关规定，“2000 元”

的确是立案门槛。但是，“职业

差评师”敲诈勒索金额一般低于

这个标准。同时，“二年内敲诈

勒索三次以上”也是一个重要立

案标准，不排除“职业差评师”钻

这些规定的漏洞。为此，需要法

律适应网络新型犯罪的发展趋

势及时作出完善。

广大商家不仅要有防范意

识，要善于取证，也要克服“害

怕”心理。如果商家克服害怕

被检举、处罚以及影响营业等

心理，敢与“职业差评师”作斗

争，勇于依法维权，司法机关和

法律肯定会为商家合法权益

“撑腰”。

5月26日，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美团点评股价上涨7.7港元，报133.5港元，涨幅6.12%，总市值达7778.69亿港元（约合

1003.35亿美元），成为仅次于阿里巴巴和腾讯的中国第三大互联网公司。图为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地区的美团点评公司北

京总部的综合指挥中心。（资料图片） 侯 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