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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宁区政协十五届三次会议

第 054 号提案的答复

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签发人：倪佳慧

黄挽澜 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规制牟利性职业打假，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对本提案的办理概述

近年来，“以打假为名、行牟利之实”的职业打假群体不断

壮大，并呈现团伙化、专业化、规模化、程式化的特征和趋势，

其活跃场所也逐步从线下向大型电商平台等线上市场转移，特别

是“全国 12315 平台”上线后，职业打假群体有了更为便捷的反

映渠道，投诉举报量持续上升。

职业打假群体充分利用惩罚性赔偿规则，专门购买涉嫌违法

（或者瑕疵）的商品，并通过直接向商家索赔或者向市场监管部

门投诉举报等途径，要求三倍（一般商品）或者十倍（食品）赔

偿。如果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理结果不能令其满意，职业打假人便

通过反复的投诉举报、信息公开、复议诉讼、纪检监察、信访等

方式，向市场监管部门骚扰施压。

2023 年，长宁区市场监管局共收到各平台热线投诉举报 83.7

万余件，根据投诉举报内容分析（就同类问题多次提出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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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群体投诉举报约占 8%。同期长宁区人民政府共收到各类

行政复议申请 1372 件，依法受理 590 件，其中涉市场监管领域

的行政复议案件 232 件，占比 39.3%，受理量排名第二位。上海

铁路运输法院审结长宁区各行政机关行政诉讼案件 118 件（含上

年存案），其中长宁区市场监管局 31 件，占比 26.3%，审结量同

样排名第二位。

涉市场监管领域的复议诉讼案件，大多集中在网络消费领

域，第一大案由为投诉举报，主要表现为申请人对市场监管局作

出的举报不予立案或投诉终止调解不服。申请人为高度疑似牟利

性职业打假人的案件占比接近 70%。此类案件往往举报内容复杂、

争议化解难度较大，95%以上纠缠于商品宣传用语、标识标签等方

面，市场监管部门处理稍有不慎即容易造成风险隐患。

牟利性职业打假行为不仅严重困扰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

序、影响营商环境，且投诉举报、信息公开、复议诉讼、纪检监

察、信访等权利被滥用，大量挤占有限的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

在食品、广告等领域，甚至出现“造假”式的索赔和举报行为，

已涉嫌构成违法犯罪。牟利性职业打假行为已成为破坏良好营商

环境、市场环境、消费环境和社会诚信的因素之一，亟需各部门

联动予以规制。

因此，接到本提案后，我局高度重视，对提案内容进行了深

入研究和讨论，全面梳理了在规制牟利性职业打假方面的工作经

验、方法和措施，并积极吸纳提案建议，从而进一步做好相关工

作，更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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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提案建议的答复

为维护良好消费环境和营商环境，我局立足职能、结合实际、

多措并举，扎实推进牟利性职业打假治理。

（一）深化协作联动，推进职业打假异常名录的跨部门共享

和应用

一是更新完善投诉举报异常名录。根据 2022 年 7 月上海市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修订通过的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第六十六条第二款关于“市、区相关部门制定投诉举报异常名录，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依法规范牟利性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

的规定，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各区市场监管局，综合考虑投诉举报

人购买商品数量、“即买即退”情况、投诉举报数量、索赔金额、

复议诉讼数量等因素，甄别、汇总了近 6000 人的职业打假异常名

录，并明晰了这些职业打假群体聚焦的商品/服务类别和市场监管

领域违法行为。各区市场监管局在投诉举报处理中，严格落实投

诉实名制，注重核实投诉人身份信息，对梳理出的职业打假群体，

及时上报市市场监管局更新，确保异常名录常用常新。

二是推动名录信息的跨部门共享和应用。继续落实《上海市

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和《关于有效应对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

维护营商环境的指导意见》有关“鼓励公益性职业举报行为，规

范和治理影响营商环境的私益性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精神，

积极推进职业索赔、职业举报行为应对的跨部门协作，形成规制

职业索赔的合力，源头上压减相关诉求数量。依托建立的职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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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异常名录，积极做好与区委政法委、区司法局（行政复议局）、

法院、检察院、热线办、信访等部门的沟通和协作配合，在扫黑

除恶举报线索核查、案件审查定性以及滥用投诉举报权甄别规制、

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审查和容错、满意度测评等方面积极争取

支持，降低投诉处理面临的考核压力，强化风险防范。

（二）坚持靶向发力，开展牟利性职业索赔专项治理行动

一是加强组织保障,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根据市市场监管局

工作部署，我局积极组织开展了牟利性职业索赔专项治理行动，

第一时间制定行动方案，成立工作专班，由局主要领导任组长，

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相关科室负责人为组员，明确了部门职责分

工，提出了加强源头治理，压缩职业索赔牟利空间；包容审慎监

管，进一步为企业减压减负；强化分析研判，加强异常名录监管

等举措，形成了齐抓共管、齐头并进的工作格局。

二是梳理风险隐患，注重规范处理。定期分析研判投诉举报

人反映的同类高频问题，梳理违法风险点和合规要求。建立违法

风险信息反馈及传递机制，指导各市场监管所将相关信息高效及

时推送至商户，增强企业合规经营意识和能力，源头压减职业索

赔牟利空间。规范处置流程，强化程序意识，做到履行法定职能、

程序规范和痕迹记录工作“三个到位”，提升处置工作效能；落

实专题业务会审讨论机制，合力商讨处理口径，慎重作出处理决

定；综合运用劝导示范、警示告诫、指导约谈等手段开展执法，

包容审慎作出处罚裁量，提升执法效能和社会治理效果。

（三）强化综合治理，探索建立长宁区联合规制工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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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推动尽快出台《关于依法处置市场监管领域牟利性职业

索赔行为实施意见》。目前，针对职业打假以及“薅羊毛”群体

日益增多情形，我局正积极寻求区司法局、法院、检察院等部门

的理解与支持，争取尽快出台《关于依法处置市场监管领域牟利

性职业索赔行为实施意见》，探索建立并健全从制度供给、行政

执法、行刑衔接、司法保障、信用管理等方面对牟利性职业索赔

行为进行联合规制的工作体系。目前，《实施意见》已形成草案，

正广泛听取政府机关和企业等各方意见，凝聚公众智慧和共识。

二是积极探索将职业类投诉排除出“生活消费需要”范畴。

在取得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诉讼机关支持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将

经综合研判符合牟利性职业索赔行为主要特征的投诉认定为“非

为生活消费需要”并不予受理，已受理的终止调解，大力压缩其

通过投诉举报而获利的空间。

（四）完善行刑衔接，推进“行业清源”工作

一是鼓励商家敢于通过法律途径直面职业打假群体。在处理

投诉举报过程中，就相关法律法规对被诉企业宣传到位，尤其是

“一办法两清单”（即《上海市市场监管领域不予行政处罚和减

轻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和《市场监管领域不予行政处罚清单》、

《市场监管领域减轻行政处罚清单》）涉及的不予处罚和减轻处

罚等情形，减轻、消除企业顾虑。劝导企业避免通过金钱交易私

下和解，让企业了解即使私下达成和解也不能免除违法行为的查

处。如发现职业打假群体涉嫌存在要挟、敲诈勒索等行为的，建

议其主动收集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或向公安机关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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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引导投诉举报人在客观、真实的范围内提出诉求，不得

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不得多头投诉举报，干扰执法机关正

常工作。向社会宣传正确的消费理念，倡导诚信消费、理性消费、

依法维权，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和消费环境。

三是协同公安机关进一步完善落实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工

作衔接机制，强化部门协作和信息共享。我局定期与区委政法委、

区扫黑办、公安长宁分局刑侦支队召开职业打假综合治理协调会，

对近期商户私下和解的可能涉及职业索赔的工单进行梳理筛查，

指导相关商户提升证据固定意识，征集、收集相关线索。针对食

品等领域通过“夹带”、“掉包”、“造假”等欺诈方式索赔以

及长期多次进行不实举报等涉嫌敲诈勒索和诈骗的行为、涉嫌黑

恶势力的职业打假团伙以及违反《反有组织犯罪法》的线索，及

时报告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让职业打假群体不再有恃无恐，有效

遏制恶意打假、恶意索赔行为的蔓延。

（五）加强指导培训，引导企业合法诚信经营

一是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围绕社会

消费热点，对投诉举报较多的电商平台等企业，以专题讲座、约

谈、上门培训等形式，督促经营者加强内部管理，把好产品查验

关、广告宣传关，提升知法守法的意识和水平，避免在广告宣传、

标签标识、明码标价等领域出现常见易发的违法行为，从源头上

防止同类投诉举报的反复发生。结合各热线投诉举报反映集中问

题，对职业打假群体重点关注的领域加大检查巡查力度，及时发

现、遏制各类市场监管违法行为，指导并督促经营者加强内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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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减少违法行为发生率。

二是提高市场经营主体和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指导企业在

日常经营活动中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强化上线产品、经营场所、

重点区域的监控，有效固定职业打假群体涉嫌敲诈勒索、诈骗的

证据材料，避免让其有机可乘。

联系人姓名：吴康 联系电话：62266905

联系地址：长宁路 1436 号 邮政编码：200051

上海市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4 年 4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