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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售假者首次被判
在平台刊登致歉信

“我们的售假行为损害了消费者
的利益和淘宝网的商誉，在此我们向
平台的消费者、其他诚信经营的商家、
淘宝网致歉……”22日，这样一则致歉
声明出现在淘宝网首页公告栏上。

据悉，发表致歉声明的谢某某、张
某某是此前在淘宝网上销售某品牌假
冒鞋子的电商售假者，另一位苏某某
则是售假账号的提供者。这是全国首
起判决售假者在电商平台致歉的案
例。

此前，公安机关查明，从2015年5
月至2016年4月，谢某某、张某某在淘
宝网店销售假冒某名牌鞋子达53万
余元。2017年5月，义乌市人民法院
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
谢某某、张某某二人有期徒刑3年，缓
刑5年，各处罚金30万元。

2017年8月，谢某某等三人再被
淘宝网以恶意售假损害商誉为由告上
法庭。淘宝方面认为，三人违反了商
家入驻淘宝网时签订的《淘宝服务协
议》第4.2条约定：用户应当确保其在
淘宝平台上发布的商品及/或服务享
有相应的权利，不得在淘宝平台上销
售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
的商品。

受理该案的义乌市人民法院认
定，该协议合法有效。谢某某、张某某
明知淘宝网上不允许出售假货，仍在
其上面销售假冒品牌鞋子，属违约行
为；苏某某将注册的网店提供给他们
售假，也属违约。这妨害了市场秩序，
损害了公平竞争和原告的商誉。

今年3月，义乌市人民法院做出判
决，三被告共同赔偿浙江淘宝网络有
限公司损失1万元、合理支出（律师
费）2.5万元，并在淘宝网主页上刊登
赔礼道歉声明。

阿里方面表示，从2017年起公司
相关部门已开始通过民事诉讼手段，
起诉一批售假卖家，希望借此提高蓄
意制售假的成本，让售假者痛，本案即
是其中一例。

“我们尊重法院的判决。平台上
绝大多数商家都是守法经营，诚信为
本，少数不法商家的售假行为，不仅损
害了平台的商誉，更损害了消费者的
权益，也损害了绝大多数诚信守法商
家的权益，破坏了公平竞争秩序。”阿
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孙军工说。

据新华社

在湖北，警方锁定了西地那非的来源；在位于
郑州的王某敏的生产窝点，警方查获半成品假药胶
囊1万余粒；此外，山东招远警方从销售产品的王
某的销售仓库中，查获了假药成品10万余粒，涉案
总价值预计超过500万元。

小作坊里加工成的“三无保健品”，在网络平台中
为何能够畅销？记者调查发现，网络“刷单”让销售量

“虚高”，是犯罪嫌疑人招揽生意的重要方式之一。
警方调查发现，2017年，王某在拼多多上开设

了多家网络店铺。随后，他上架了“虎虎生威”“德
国黑金刚”等多款“保健品”。为了让更多客户能在
检索时看到自己的店铺，他先后投入近8万元“刷
单”，将商品变成了“爆款”。

借助“刷单”伪造销量，王某的生意有了明显起
色。以今年1月为例，王某售出假药6000余单。

相关销售记录显示，自王某开设网店以来，各
类“保健品”被销往20多个省份。“刷单”等异常经
营状况，被网络平台发现后，王某被处罚7.7万元。

社会问题专家、武汉大学城市安全与社会管理
研究中心副主任尚重生认为，跨多省制假售假形成
链条，并在网络中成为“爆款”，说明在监管层面存
在疏漏。“一方面，工商、食药监、公安等相关部门需
要加强联动，形成打击合力；另一方面，对于发现的
制假售假行为，也要加大打击力度。不能只盯着线
下的实体店，也要多关注线上的销售。”

“作为网络销售的平台方，必须把好‘准入关’，
对于涉及药品、保健品的相关店铺要严格审核相关
的资质。”尚重生说，对于发现存在“刷单”、售假等
违规违法行为的店铺，处罚也应该更有震慑力。

据新华社

“三无”壮阳药
何以成为网络“爆款”？
——起底跨省制售假保健品链条

一批网购低价保健品牵出售假大案
今年2月，打算开办一家保健品店的李先生，

从网络平台上采购了一批货物。到货后，其中部分
保健品引发了他的怀疑。

“我在网上可能买到了一些假货。”李先生选择
了报警。警方将这些盒子上印着“速效壮阳”等字
样的可疑产品送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
测。检测发现：送检的多款产品并无正规生产厂
家，属于“三无”假药，并非法添加了俗称“伟哥”的
西地那非。

这样的“保健品”，是怎么流入市场的？
公安机关追查发现，这批假药购自一家拼团购

物APP中的店铺——“猛男天堂”，店主为山东人
王某。经过实地排查，警方锁定了一幢疑似为仓
储、发货窝点的二层楼房。

近期，警方经过持续调查及布控，将王某成功
抓获。

参与办理案件的专案组民警透露，警方进入楼
房时，工作人员还在忙着对即将寄送的货物清点打
包。房间中，摆放着一个个巨大的纸箱，里面放着
数千盒“虎虎生威”等不同品种的“保健品”。二楼
则摆放着多台电脑，客服人员正忙着回复客户咨
询、填写快递面单、打印发票等。

三地形成制售假货链条
“三无”假药从何而来？专案组追踪发现，一条

涉及湖北、河南、山东的制假、售假链条已经形成。
警方顺藤摸瓜，发现了一批西地那非由武汉被

运往郑州。在一个制假窝点，办案人员抓获了涉嫌
制造假药的“上线”王某敏，并查获了半成品假药胶
囊1万余粒。

据王某敏供述，从2017年5月至今，她先后组
织生产了“鹿鞭丸”“采花贼”“美国黑豹”“虎虎生
威”等10余种“保健品”，但其并不具备食品、药品
相关的生产资质。

王某敏以每25公斤1万元的价格，从武汉先
后购买了75公斤西地那非粉末。生产过程则完全
没有标准，场地没有经过卫生消毒，西地那非的添
加剂量也十分随意。

“一般是几捧西地那非粉，加上几捧玉米粉倒
在脸盆里，搅一搅，用胶囊一舀，盖上盖子，就做出
来了。”王某敏交代，“玉米粉是从郑州的菜市场买
的，西地那非放多少全靠估计。”

用这种方式生产的“保健品”，一盒的成本只有几
角钱，但在网络中的售价则是十余元至数十元不等。

办案人员介绍，这一窝点生产的“保健品”，虽
然有不同的包装，但成分其实完全一样。一些产品
的说明书中，宣称“心脏病、高血压患者可服用”，但
实际上，对于患有心血管系统疾病的人而言，西地
那非使用不当容易对身体造成伤害，用量过大甚至
可能导致猝死。

警方初步估算，王某敏所购得的西地那非，足
以生产上百万粒假药。

8万元“刷单”成为网络“爆款”

几捧西地那非粉，几捧玉米粉，在脸盆里混合搅
拌后，装入胶囊，精美的包装盒上堂而皇之地标注上
具有“壮阳”“补肾虚”等功效——这样没有正规生产
厂家、没有准确生产日期、更没有经过相关质量检测
的“保健品”，竟通过网络销往20多个省份。

小作坊里加工成的“三无保健品”，在网络平台为
何能够畅销甚至成为“爆款”？记者进行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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