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波的孙先生在超市购买了近100箱椰汁，每箱24罐，合计近
8000元。随后把超市告到了法院，要求以一赔十。

原来，孙先生发现箱子里面有一张说明书，称该品牌椰汁有降低血
脂、预防高血压、预防冠心病、预防脑血管堵塞等保健作用。孙先生认
为该宣传功效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将情况
反映至海南的工商部门，该部门作出对企业罚款3万余元的行政处罚
决定。

被告答辩称，原告不是受欺诈购买，应当举证证明该椰汁属缺陷产
品，且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购买或饮用该椰汁使其合法权益受到
损害。原告系职业打假人，大量购买并非生活消费所需。

海曙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销售的产
品是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的“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

原告主张涉案椰汁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产品，依据在于其购
买的椰汁箱内有文字材料，当中有椰汁具有保健作用的描述。原、被告
对该文字材料属于产品说明书还是广告宣传存有争议。

涉案文字材料并非印刷或粘贴在涉案罐装椰汁的罐身上，而是在24
罐装的箱内放有一张该材料。尽管该宣传广告中有夸大虚假宣传，但不
能仅依此认定涉案椰汁为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被告提交了检验报告，证明该产品各项检验项目均为合格，原告也
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从被告处购买的涉案椰汁有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的情形。

综上所述，原告以被告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为
由要求退一赔十并承担交通费、打印费等损失，但未能提供相关依据，
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法官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所规定的可以要求支付价款
十倍赔偿金的食品，是指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

律师提醒，需要说明的是，《食品安全法》仅适用于与食品安全有关
的消费者权益纠纷。消费者购买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才可
以要求食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十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比如过期
食品。

职业打假、知假买假
能否获赔
法律专业人士这样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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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职业打假人、知假买
假者也引起了众人的关注，这些以获取利益为目的的特殊消费
者提出的索赔诉求，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他们的“以一赔
十”起诉能否实现？昨天，记者就读者关心的问题，请法律专业
人士结合案例进行具体解释。

知假买假是不是职业打假，能获赔吗？象山县人民法院的法官向
记者讲起了一个例子。

王先生购买了5.5万多元保健品后，以两款保健品没有批号等信息
为由，向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该局认定上述产品为假冒伪劣产品，并
作出了行政处罚。随后，王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药房退还货款并
按3倍进行赔偿。

被告认为，王先生大量购入，第一次买时就进行录像，显然是有备
而来，知假买假。

王先生认为，即使知假打假也不影响索要赔偿。
最后，该案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被告药房向王某退

还货款5.5万元，并给予赔偿12.5万元。
据介绍，在《新消法》颁布实施之前，“知假买假”屡见不鲜，甚至成为

很多职业打假人的赚钱手段。随着《新消法》的颁布实施，国家正式对“知
假买假”说不。

虽然新消法不再保护“知假买假”，但是对于食品和药品，却并不在
这个范围之内。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
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
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换言之，
消费者不管是不是“知假买假”，只要买到了假冒伪劣的食品、药品、保
健品，都可以向商家索取赔偿，这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陶琪姜 徐如霞

职业打假人买了近百箱椰汁
要求以一赔十，法院不予支持

买了5万多元保健品，获赔12.5万元
食药领域知假买假有“特别规定”

本报讯（记者 毛雷君 通讯员 陈佳敏） 不法商家假冒国际知名品牌
服装，通过网络销售，进而牟取暴利。最近，海曙区市场监管部门查获一起
假冒国际知名品牌的大案，其中涉及10多个国际知名服装品牌。

3月12日深夜，海曙市场监管区局通过群众举报，突击查处了位于海曙
区石碶街道冯家村的制假服装加工点，现场查获的涉嫌假冒服装品牌包括

“Adidas”、“PLAY”、“GUCCI”、“MOSCHINO”、“Champion”、“CANA-
DA GOOSE”等商标（品牌）的服装标签8000余只，发现标有“Adidas”商标
的成品T恤衫70余件，当事人于当晚被公安部门拘留，经初步调查当事人已
通过微商销售涉嫌商标侵权的服装4000余件，并交代了他的制假合作者。

根据涉案嫌疑人提供的线索，海曙市场监管区局执法人员于3月13日
分成两组，分别前往海曙区古林镇的两个制假窝点，开展突击检查。其中一
个位于布政村的制假窝点，是在一幢极为简陋的废旧民房内，现场堆放着数
量巨大的各类傍名牌衣服的裁片、吊牌、洗唛、包装袋等，6名女工正在忙碌
地进行裁剪和缝纫，仓库内放有为数不少的包装完整、待售的假名牌衣物
品，现场共清点出假冒名牌衣物成品及带标识裁片近9000件，衣物标签、吊
牌22000余个，塑料包装袋54000余个，包括各大假冒知名品牌耐克、巴宝
莉、蔻驰、彪马、斐乐、阿迪达斯、罗意威等。据执法人员介绍，光是这个窝点
查获的这些假冒裁片和配件足足装满了4辆厢式货车。

另一个查获的制假窝点位于古林镇包家村，这里主要承接名牌服装裁
片的缝制。经清点，现场共有假冒斐乐花片近700片，斐乐A唛头近1400
个，巴宝莉花片近600个。

假冒10多个国际知名品牌

3个服装制假窝点被查获

执法人员在布政村现场查获假冒服装配件。 通讯员 陈佳敏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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