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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社会性难题，有一个公认的

事实“即便淘宝关了，社会上的假货也不会

因此减少一点”。

假冒伪劣久存于中国消费市场，是全

社会的毒瘤。公平而言，无论线上线下，假

货始终难以断绝的原因在制假这个环节。

尤其严重的是，目前一些线下的犯罪团伙

将魔手伸向了网络，一些网络诈骗已经成

为一个黑色产业链，包括屡禁不绝的网络

刷钻，以及前段时间发生在阿里巴巴上福

建欺诈团伙案件。

从现实上看，市面上有太多的假货制

造商，实体市场中假货泛滥程度远远超过

网上，而在现实中假货的问题远没有得到

实际的解决的时候，去苛求作为渠道的网

络上没有假货，不啻于刻舟求剑。毕竟一

个生产源头就可能产生成千上万的销售渠

道，无论是从打击难度还是效果上，如何打

击“假货”的生产源头才是关键。

张勇认为，打假应该将挖出线下制假

窝点和监督市场，打击售假并行。很多品

牌在线下打假经常面临取证难的问题，根

本不知道假货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假货

到底销售了多少。而通过有关监管部门和

淘宝网协同打击，因为每一笔交易都是记

录在案的，对于取证更有利。同时，还能通

过线上的线索追溯到线下，打掉线下的制

假窝点，达到真正打击假货的目的。去年

以来，在商务部等国家九部委的领导下，淘

宝网给予支持和配合，成功破获了多起线

下制售假案件。

观察人士认为，虽然淘宝一直在主动

积极的打击假货和处理侵权，但作为一个

网络交易服务平台，淘宝并不参与网上商

品交易，非交易当事人。在全社会的打假

问题上，淘宝能做到的仍属有限。因此，把

遏制假货的可能维系于淘宝和网络平台，

是电子商务不可承受之重。

马云认为，假货是几十年以来的危害

问题，不可能靠一家企业能够解决，而是要

靠几代人的努力才有望清除。打击假货，

“要依靠网购平台一起，而不是打掉淘宝。”

外间舆论认为，围绕电子商务和互联

网经济的法律法规目前还有待完善，但用

比线下还高的标准来要求线上购物平台，

要求网络购物平台承担比线下零售店还多

的责任，不啻于是一种苛责。

张勇认为，在互联网经济建设诚信的

趋势中，淘宝已经主动积极行动起来，探索

各种解决路径，因为“这个互联网商业时代

的成熟和发展，有赖于淘宝和更多同行一

同努力”。

张勇呼吁，打假和知识产权保护需要

在制度层面、社会管理层面和公司运营层

面多方努力。只有当企业、消费者和监管

制度联动升级，线下源头和线上渠道并进，

才能有希望让缺失的诚信体系得到更好的

改善。

诚信是当下中国最为缺乏的东西，但电子

商务能够从相当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马云

说，“现在不是最坏的时代，而是最好的起点”。

他认为，互联网经济让整个社会的市场体

系从无序到有序，从不规范走向自律，而通过互

联网经济，透明、有依据以及鼓励诚信经营，能

够比线下社会更快更有效的建立起一套网络诚

信体系。

“因为网购，因为淘宝，让很多人第一次意

识到诚信的重要性，意识到诚信就是财富。”马

云说，淘宝摸索了一个以诚信为标准的，透明和

多维度的评价信用机制，每一桩交易都透明和

有迹可循，而这套体制也是网购平台商业监督

的重要基础，交易数据和信用全部对消费者开

放，“淘宝上诚信越好的人收入越高，不诚信者

只有被淘汰，无论线上线下，诚信都是商业的底

线。”

马云认为，以网络购物为代表的网络经济

有几个影响，除了让诚信凸显其财富价值，还让

消费者变得越来越聪明，帮助无数的低收入年

轻人买到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让工厂不断提升，

让他们懂得光生产不行，还要懂营销和品牌，帮

助小企业转型。

淘宝目前每天有6000万人造访，有8亿件

商品，通过网络销售的变革，取消了销售的中间

环节，在海量的优质商品背后，消费者自主选择

的空间越来越大，可以用低廉许多的代价从淘

宝找到同样优质的商品，他们会用他们的购买

行为来投票。

而对传统小企业来说，不但让他们拥有自

己的销售渠道，淘宝还为其市场打开新的通

路。传统企业可以更快地建立品牌形象，增加

销量，扩展销售范围，大幅节省销售成本，并迅

捷地得到顾客的反馈，了解市场需求，做出更灵

活的反应。最为典型的就是麦包包、佐卡伊、摩

登小姐等为代表的“淘品牌”集体绽放。而淘宝

上专为阿里巴巴企业级会员开设的，面向消费

者直接销售“世界级品质、中国价格”商品的“无

名良品”平台，试运营期间一天的销售额就达到

2000万，这也表明了工厂企业和消费者的自发

选择。

据统计，2010年我国网上零售市场交易规

模达5131亿元。而网络购物不仅能促进经济发

展，还能拉动物流、支付等就业岗位，对于促进

社会稳定、扩大就业、增加消费等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徐

晓兰预测，未来5~10年，我国电子商务还将有

5~10倍的成长空间。

持续扩大的消费人群，以及其不断提升的

消费意识，是目前淘宝面对的最大命题。数据

显示，去年全年，淘宝网共处理侵权商品1400万

件，其中与6000余品牌商、权利人联手，直接删

除的侵权商品就达571万件，处罚用户59万人

次。而去年淘宝网注册人数达到了3.7亿，每天

访问淘宝网的人数超过6000万。

而在过去数年间，淘宝网一直持续有力的

对假冒伪劣和侵权商品进行高强度打击，专职

打假维权团队超过2000名员工——淘宝投入

近一半的人力来运营诚信环境，加上规则明确、

第三方支付应用、消费者保障计划的实施等举

措，有效遏制了侵权和假货在网络上的蔓延。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阿拉木斯评价说，淘宝客服等消费者保障部门

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最大的维权中心。

张勇介绍说，让消费者放心网购，就必须建

立有效的投诉通道和完善的售后服务。去年全

年淘宝上交易纠纷发生率不到万分之六，尤其

这其中的97%纠纷最终都得到妥善解决，让消

费者满意而归。

而根据工商局的有关资料，淘宝网产生的

消费者投诉量相对于成交量的比率，仅为线下

商场的十分之一。

在线下，由于各种问题，售假者往往可以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往往在相关职能部门进

行查处时，根本就找不到违法者。但在淘宝

上，由于相对完整的注册信息以及较完整的交

易信息，绝大部分售假者都会留下或多或少的

痕迹。

在维权成本上，线下信息不透明，维权成本

高，投诉费时费力又费钱，加上“谁主张谁举

证”，往往奔波数月毫无结果，让消费者对维权

望而却步，甚至线下维权被看成一件“勇敢、有

智慧”的事情。

相比线下，淘宝网所有的交易信息均有相

关记录，让售假行为无所遁形，消费者可以24

小时随时通过网络举报维权并查询投诉进展。

淘宝去年推出了全网购物保障服务，并先后投

入3亿的消费者保障基金，消费者在淘宝购物

出现纠纷，未能和卖家达成有效协商的，淘宝网

将予以先行垫赔。淘宝在2009年颠覆性的将

“举证责任倒置”引入普通消费领域，推出“买家

申诉、卖家举证”制度，如果买家认为购买的商

品为假货，淘宝要求相关卖家承担“举证”责任，

解决了弱势消费群体维权的操作难度。

而这些也正如张勇强调的，没有一家企业

能有淘宝这样的决心和行动。张勇希望社会能

给淘宝更多理解，他认为，打假和维权是淘宝作

为平台天生的使命所在，淘宝比更多人迫切希

望将假冒伪劣和侵权商品荡涤一清。

有评论称，就维权成功率和维权效率而言，

淘宝在很多方面做的已经比线下要好，但某些

人却故意漠视数千万消费者用它们的购买行为

做出的投票，忽视淘宝为社会消费做出的贡献，

反而倾向于说因为淘宝网的所谓“纵容”，损害

了当下中国的网上交易市场，损害了消费者利

益种种，这是一个不公平的现象。

■当下是网络购物最好的起点

■ 打假是淘宝使命所在

■打假不是打掉淘宝马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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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假
货
的
最
好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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