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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蜂窝事件捅出“刷单江湖”
明码标价：点评20元游记500元

“刷单” 这样透支行业公信力的行为，
有关部门也在整治。

去年6月，全国“炒信入刑第一案”就在
杭州余杭区法院进行公开开庭审理。“90
后” 刷单组织者李某某被公诉机关以涉嫌
非法经营罪起诉， 最后判处有期徒刑5年9
个月。

而在今年6月，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也查实了“美啪啪”网站存在帮助电商的违
法事实。该网站组织天猫、京东等第三方交
易平台的商家， 以免费试用的名义进行虚
假交易，进而提升商品交易量。

最终，余杭区局判定“美啪啪”网站行
为属组织虚假交易，并根据《反不正当竞争
法》相关条款，责令当事人停止上述违法行
为，处罚款150万元。

■来源：钱江晚报 新浪科技 澎湃新闻

之所以刷单、 刷评论的现象屡禁不止，
主要是刷单的法律风险较低，平台自身的奖
惩机制还不完善。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网络营销委员会专
家龚铂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UGC（用
户原创内容）是一个平台最重要的资产之一，
所以从法律上说， 如果马蜂窝旅游网抄袭其
他平台评论的行为属实， 那么也可以被视为
侵犯了对方的知识产权， 可以被追究相关责
任。”但龚铂洋坦言，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法
律并不是很健全，监管也有限，因此要从根源
上解决这类问题，还是要从立法层面入手。

而国家已经在打击商业虚假宣传上加大
了治理力度，新修订后的《反不正当竞争法》，
已经对“经营者对其商品的销售状况、用户评
价等作虚假宣传”行为出台了相关规定：

“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销售状况、用
户评价等作虚假宣传，违者将被处20万元以
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
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可以吊销营
业执照。”

在事件发生后， 一位马蜂窝内部人士向
媒体透露， 平台目前正在筹备更精准的反虚
假点评系统，通过“机器识别+人工”的方式查
处商家通过虚假点评刷评论的行为。 负责审
核的团队，则将直接向公司最高管理层汇报。

马蜂窝风波， 击中了互联网流量模式的
“要害”。马蜂窝这样的平台，是中国互联网流
量商业模式崛起中的典型代表。“水军”问题，
本质上拷问的是新的商业潮流拥抱线下之
后，线上流量和平台的真正的价值。

为何刷单现象屡禁不止

观察

有网站刷单被罚150万元

案例

数据造假已形成完整利益链
有业内人士指出，“注水”数据出现的

主要原因，源自市场竞争中维护平台活跃
度的需要。

某旅游平台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游
记、点评抄袭的情况并不鲜见，“最早是抄
一些原创的攻略，后来慢慢扩散到点评抄
袭”，而且这已经是一门生意。

这类店铺服务的商家并非仅限于马
蜂窝平台， 有店铺号称马蜂窝、 携程、途
牛、穷游、去哪儿网等各大旅游网站都可
做。可以提供热门游记、商家排名等服务，
简单的推广游记只需一篇50元， 而热门
游记和排名则按月付费，一月800元。

如此一来，数据造假形成了一条完整
的利益链条，商家有需求，网络推广平台
能获利，OTA平台也获得了更多的内容
数据，营造了用户高度活跃的表象，更有
利于后续的融资发展。

数据造假成行业潜规则？
互联网平台数据造假，一直都不是新

鲜事。
在此次马蜂窝数据造假事件之前，OTA

或者UGC行业的数据抓取和抄袭的案件就
层出不穷，甚至成了默认的行业潜规则。

2014年，马蜂窝CEO陈罡就曾在微
博， 公开炮轰去哪儿网通过虚假评论造
假，并认为这种刷评行为已经动摇到了行
业诚信的根基。

今年7月， 小红书官方微博指责大众
点评上出现大量未经授权的小红书账户
及内容，最终大众点评对这些内容进行排
查并全部清理下线。

在行业早期， 这种现象更为普遍。
2008年携程与去哪儿网还未合并， 当时
去哪儿网站酒店栏目内有数万个页面均
转载有携程酒店点评文章，许多甚至原封
不动复制携程酒店点评页面。携程起诉后
获胜，去哪儿网被判停止侵权并道歉。

明码标价：点评20元、游记500元

数据劫

在淘宝上，输入“点评”
“推广”“马蜂窝” 等关键词，
就会跳出几十家刷点评的店
铺。随意点开一家，对方自称
长期潜心研究旅游用户及平
台规则， 可以为客户提供游
记定制、 推广以及商户提及
等相关业务。除马蜂窝外，携
程、去哪儿、驴妈妈等品牌也
有相应的推广服务。

记者以民宿推广为由，
联系了两家店铺。 其中一家
向记者开价，撰写加上发布，
一条点评20元，“保证50字
以上，6级账号发布， 很划
算。”随后他向记者发来一份
范例，如果不经提醒，完全看
不出这是一份虚假的“营销”
点评。

“游记一篇500元，阅读
量保1万以上，点评20元，攻
略点赞一次0.2元，分享一次
0.25元。” 从游记定制，到虚
构点评，甚至点赞分享，这些
都是明码标价。

淘宝上一家宣称从事代
写已经7年的老店，称曾帮一
个新客栈提升了200%的客
流量， 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火锅店打造成了网红地。店
铺可提供马蜂窝平台的原创

评论和非原创评论服务，非
原创评论直接从别处抓取。
因为最近发生了马蜂窝数据
造假事件， 因此建议选择原
创评论，“原创的贵不了多
少， 客人看着还更真实”，他
说。

谈到数据造假事件，该
店主似乎也不太认同此类做
法，“这种就是表面繁荣，看
着热闹，真认真看看，就会发
现不对头的。” 不过他强调，
马蜂窝即使严查， 自己的店
铺服务也不会受到影响，“我
们做过挺多了， 真实用户账
号，没问题的。”

该店铺不止提供刷评论
服务， 甚至还可以提供马蜂
窝UGC内容数据中占主要
比例的游记推广服务。 具体
而言， 店铺写手会以游客的
口吻写一篇游记， 但写手不
是真正实地去看， 而是在网
上查资料、找景点规划路线，
最终在游记中提及商家的门
店和信息， 一篇游记推广价
格在300-500元不等。

马蜂窝造假风波将在线旅游行业（OTA）甚至用户原创内容
行业（UGC）的数据造假问题放上台面，一方面是平台之间抓取数
据的现象屡见不鲜； 另一方面，OTA行业中刷点评和虚假游记攻
略等已形成一条产业链，甚至明码标价：点评20元一条，虚假游记
低则50元一篇，高则300-500元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