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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视野

【 首次打假 】
“知假买假”轰动全国

1995年 2月，22岁的王海从青岛陪表弟进
京考研。3月25日，王海来到北京隆福大厦，他
看到标价 85元一副的索尼耳机合模缝处有小
毛刺，直觉认为是假货。

在犹豫半小时后，他花 170元买了两副耳
机，走上了利用《消法》第 49条索赔之路。此
后，这段颇为周折的索赔经历又因出于成本考
虑而衍生出了“知假买假”。

王海回忆：“当时，为了鉴定耳机真伪，我在
技监局和索尼公司来回转了两天，一算账，包括
住宿费、餐费、交通费等加起来已花去 200多
元，觉得不划算，就又买了10副，这大概算是在
商界第一次出现‘知假买假’这一概念。”

当时媒体广为报道了一个细节——当执法
人员问王海：“你知道耳机是假冒的吗？”王海
答：“当然知道。”对方一听就来气了，“知道假的
还买，你这不是刁民吗？”

1995年 8月 4日，《中国消费者报》首次以
王海打假索赔的经历，发表一篇题为《刁民？聪
明的消费者？》的文章，知假买假算不算消费者，
王海是新型消费者还是钻空子的“刁民”？“王海
现象”由此轰动全国，并引发争论。

【 职业打假 】
开办公司打假挨板砖

王海的出现造成了一阵恐慌，凡王海到处，
商家皆紧张。许多商家印发王海的照片，让自
己的售货员记住这张“可憎”的脸；甚至一个卖
假货的老板提出花20万元买他的脑袋……

以致后来在中央台《实话实说》亮相时，王
海不得不以一种“悲壮”的方式出现：戴假发套，
粘上唱戏用的胡子，再配副茶色镜。这之后，他
在公众场合一直戴着墨镜，持续至今。

个人“打假”面临的困难让王海不得不深思

这条路该怎么走。1996年底，北京大海商务顾
问有限公司应运而生，王海任执行董事，开始
接受企业的委托打假。十多年下来，现在的王
海已经有4家公司。

谈到自己的公司，王海表示：“这几年，公

司在打假路上，虽然很艰难，但还是在一路前

进，赢利也不错，也确实为服务对象打了假，做

了实事。今明两年我计划主要关注食品安全

和药品打假，同时还会涉及网络购物。”

然而，王海的“商业化打假”再次引起争

论，不少人批判这样的打假严重变味，打假
人借打假的名义牟取商业利益。“王海从来
就不是一个雷锋型的打假者，该谈钱就谈
钱，从来不拿公益做遮羞布。”有王海的朋友
如是说。

【 维权现状 】
消费者缺失话语权

对此，王海显得有些愤然，“这种批判不是
观念陈旧就是代表造假者在辩解。个人打假
是社会监督，不管为了钱打假还是为了正义
感打假，客观上都是促进消费者福利的事情，
让打假的人富起来总比让造假的富起来好

吧。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消费者为了赚

钱而打假，比如美国辉瑞案件的六个举报人

可以拿到 1.2亿美元的奖金，为什么在中国就

不行？自由不是免费的，做好事也需要成本，

不能‘打假’的人没饭吃，造假的人都开名车

住别墅吧？”

从商品本身打假，到对虚假广告打假，再

到如今对网络购物打假，王海作为“职业打假

人”打假的范围和领域在不断扩大。此外，其

本身的打假技能以及对消费领域相关法律法

规的掌握也变得更加纯熟。

他告诉记者，3·15现在越来越热闹，这说
明消费者的权益没有得到很好保护。纵然我

国消费领域的相关法律已经日趋完善，但暴露
出的问题也日渐增多，其中最关键的要害在于
消费者话语权的缺失。

【 力推立法 】
建议为消费者说话

现在的王海很多元化：他经营着公司；他参

与了由国家哲学基金提供经费支持的“社区自

主治理”的项目；他曾起草《关于物业管理的立

法议案》，经 31位全国人大代表签名后递交给

了全国人大；他参与筹办了非营利组织“王海热

线”，建立反欺诈网站，招募志愿者为公共利益

服务。

据王海介绍，“王海热线”目前正在推三个

立法建议，一是建议立法设定一个消费者维权

的基准赔偿标准。例如以1000元作为起步价，

从而保证消费者维权成本得到充分补偿。

二是建立罚款分利制度，政府执法获利，应

该给举报人或者受害人分成。
三是要立法赋予消费者组织代表不特定消

费者提起诉讼的资格，从而解决消费者维权概
率低的问题。

“我更希望推动中国民间消费者组织的发
展，只有在各个领域中诞生大量的消费者组织，

才能保证消费者拥有话语权，才能使消费者具
备市场监督的能力，才可能参与到立法程序当
中。”

2004年两会期间，王海竞选北京市朝阳区
人大代表，他说“当人大代表是我多年的愿望”，
但最终落选。

5年后，王海又没能参与竞选，但是他告诉

记者，“打假”是他一生的选择，下一个 5年，只
要条件允许，他还会再参加竞选，“能成为消费
者的利益代言人，在消费维权相关的立法上为
我们消费者说话是我目前最大的心愿。”

据《钱江晚报》

职业打假人王海：15年维权路
15年前，王海以墨镜装出现，一

则当年看上去很平淡的法条因他变
得生动，变得众所周知。在许多消
费者眼里，王海是个“英雄”，但一些
官员和商家却视他为“刁民”。15年
过去了，从单枪匹马买假维权到后
来开公司“组织化打假”，王海的“职
业打假”路总是伴随着争议。“3·15”
前夕，记者采访了王海。这些天，他
正为张家港人防车库的打假案四处
奔忙。

“有什么进步吗？我看不到。
我个人感觉这些年消费者维权越来
越难了。”

——当谈及消费者维权现状
时，王海不无痛心地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