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2017是阿里联合社会各界，在网络假货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上

取得历史性突破的一年。数据技术已经转化为打假的巨大推动力：主

动删除的疑似侵权链接中，97%一上线即被封杀；95%的知识产权侵

权投诉在24小时被处理；在投诉渠道更畅通的情况下，知识产权侵权

投诉量下降42%；关闭了24万个淘宝疑似侵权店铺；向司法机关提供

线索，协助抓捕涉案人员1606名，捣毁窝点数1328个。在执法机

关、品牌权利人、消费者等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下，网络售假得到严厉

打击、显著遏制、极大震慑。

2017是“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形成全社会共识之年。这

一年，无论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是行政执法机关、品牌权

利人、消费者，都在呼吁和关注对制售假者加重刑罚，提高制假售假

成本，使创新得到保护，让民生得以保障。这一年，电商平台起诉售

假商家等诸多“第一案”获得“让售假者痛”的司法判决，意味着被

诟病多年的网络售假行为在司法上获得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涵盖刑

事、民事、行政在内的国家行政执法和司法合围打击的实施运用，彰

显中国在打击制售假方面的治理体系日趋完善。

根本性解决线下假货生产源头、假货跨国境以及多平台流窜的问

题仍然任重道远。2018年，在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和全球化

背景下，阿里将进一步加大投入，支持和配合执法机关围剿线下假货

源头，联合打击跨国境、跨平台售假行为，不遗余力推进全社会假货

治理，推动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提高制售假成本，“像治理酒驾一

样治理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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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删除的疑似侵权商品中，97%一上线即被封杀

95%的知识产权投诉在24小时内被处理，处理时长比去年缩短68%

每1万笔订单中仅有1.49笔为疑似假货

联动全国23省执法机构线下打假，协助抓获制售假分子1600余人，案值约43亿元

企业及社会各界广泛响应，“打假联盟”初步成形

走出国门，与海外企业直接对话，让打假无国界

阿里率先起诉售假卖家，推进法治进程，让售假者痛

24

打而不绝，假货生产源头根治任重道远

制售假团伙跨国境跨平台流窜现象日益严重

制售假违法成本太低，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迫在眉睫

2018年阿里将不惜代价协助执法机关围剿线下假货源头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推动降低制假入刑门槛

疏堵结合，推进供给侧改革，助力制造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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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7年阿里联合社会各界在网络假货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上取得历史性突破

二. 2017是“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形成全社会共识之年

三. 根本性解决线下假货生产源头、假货跨国境多平台流窜等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国家高度重视，全国执法机关联手推进“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四. 2018年阿里将进一步运用数据技术，全力协助执法机关围剿线下假货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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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技术已经转化为打假的巨大推动力。

2017年阿里巴巴在网络假货治理上取得了

里程碑式的进展，网络售假行为遭到严厉打

击、显著遏制、极大震慑。数据显示，阿里

巴巴假货拦截能力、品牌权利人侵权投诉体

验、消费者权利保护及线下打击制售假源头

能力均大幅提升。在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消

费者、品牌权利人对阿里巴巴打假工作的认

可，是公安、工商、质监、食药监等各级执

法部门对假货治理的重视与付出，是各级法

院、检察院等对司法判决中面对新情况的创

新与担当。

2017年阿里联合社会各界在网络

假货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上取得历

史性突破



主动删除的疑似侵权商品中，97% 
一上线即被封杀

2017年主动删除商品量是权利
人投诉删除商品量的 27 倍

在与阿里合作权利人数目增长 17% 的大
背景下，整体知识产权投诉量下降 42%

数据显示，主动删除的疑似侵权链接中，97%一上线即被封杀;通过数据技术主动识别删除的商

品量是权利人投诉删除商品量的 27倍；随着权利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提升、对平台信任不断加

强，在与阿里合作权利人数目增长17%的背景下，整体知识产权投诉量显著下降，降幅高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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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货及侵权处罚时间缩短、权利人投诉量下降的背后，展现出数据技术在打假上的巨大推动

力。目前，阿里巴巴在假货防控上运用了商品大脑、假货甄别模型、图像识别算法、语义识别算

法、商品知识库、实时拦截体系、生物实人认证、大数据抽检模型、政企数据协同平台等九大数据

技术。借助数据技术，阿里巴巴能够对疑似假货或侵权链接、售假人员及团伙做识别，在开店、商

品发布等环节做拦截，每日对发布商品做风险识别、快速删除及处罚。

主动删除的疑似侵权商品中,97%一上线即被封杀

42%

17%

权利人账号数 知识产权投诉量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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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平台上近20亿商品进行识别，通过学

习外部信息，发现侵害他人知识产权的行

为并进行判断、处理。

每日对全平台商品进行扫描，排查假货等

问题商品，每完成一次扫描，相当于“征

召”5000台虚拟服务器投入工作。

每日识别商品图片约6亿张，其中OCR识

别 ( 文 字 识 别 ) 每 秒 能 扫 描 图 片 文 字

23546287个，相当于501本《康熙字

典》，识别准确率达97.6%。

根据OCR识别出的文字，对文字背后的真

实语义做分析和判断。

能将分散、庞杂的商品信息进行清洗、提

炼、结构化为标准统一可被模型、系统执

行的信息流。

任何时间发布或编辑的商品都会在毫秒级

内完成对商品的风险扫描，识别并拦截问

题商品。

广泛应用于阿里系平台的商家入驻审核、

密码修改、高风险行为触发认证等环节。

结合权威数据源和实人可信模型，确保商

家身份真实可靠。

能智能筛选潜在问题商品，并提交小二发起

神秘抽检。

为提升公检法部门执法效率，阿里巴巴专门开发了协查系统，搭建了与工商、质监、食药监、海关等

部门的数据桥梁，依法快速处理协查需求，为执法部门提供协助。

揭秘 阿里九大打假“黑科技”

2017年初，周某因店铺售假被淘宝关店处罚。不久
后，周某利用伪造的身份证尝试在平台上申请开店，被阿
里巴巴利用“同人模型”进行了拦截。

在随后一年时间内，周某反复使用PS的假冒身份
证，多次申请开店，均被“同人模型”识别出来。在周某
伪造的九张身份证中，除了姓名、照片一致外，其出生日
期反复被改为1974年、1983年、1987年、1997年……住
址也从山东省到福建省几经变化。

【案例】  售假男子伪造身份开店8次均被拒绝

商品大脑 假货甄别模型

图像识别算法 语义识别算法

商品知识库 实时拦截体系

生物实人认证 大数据抽检模型

政企数据协同平台



2017年权利人知识产权投诉处理时

长比去年缩短 68%

2017年6-12月，95% 的知识产权

投诉在24小时内即被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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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的知识产权投诉在24小时内被处理，处理时长比
去年缩短68%

目前，阿里巴巴集团知识产权保护平台（以下简称“IPP平台”）上，95%的知识产权投诉都

可以在24小时内被处理，平均处理时长比去年同期缩短68%。

2017年6月，阿里巴巴“知产快车道”项目开始试运行；同年8月，该项目正式上线。“知产

快车道”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搭建知识产权保护基础设施，普惠全球品牌权利人。“知产快

车道”项目，使所有品牌权利人（恶意投诉权利人除外）在IPP平台上发起的知识产权投诉都

可以得到快速处置，同时还能享受统一投诉入口、多语言商标支持、在线咨询、电话外呼援助

等极致体验。在“知产快车道”背后，阿里巴巴通过数据和技术驱动服务体验升级，知识产权

侵权投诉更加高效快捷。

95%
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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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声音：阿里线上知识产权投诉高效快捷】

Cooperating with CBBC and Alibaba has made it quicker and easier for us to protect 

Dyson’s distinctive designs. Thanks to the CBBC-Alibaba collaboration on IP, we have 

been able to remove more fakes from e-commerce sites than ever before. Their support 

makes a real difference to our ability to protect consumers from poor quality imitation prod-

ucts. 

与英中贸易协会和阿里巴巴的合作，让我们能更快、更便捷地保护戴森的独特设计。感谢英中

贸易协会和阿里巴巴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合作，我们可以更高效地移除电商平台上的假货。  他们的

支持对我们的提升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让我们保护消费者不受劣质仿冒品的侵害。

通过他的公司在品牌保护上的不懈努力，以及阿里巴巴线上投诉售假商品链接的系统，你能拿

到更快、更彻底的成效。问题非常少。

阿里巴巴对IPP的改造，让投诉变得更加方便快速，很多投诉在1天内就已处理完毕。

Between his company’s independent efforts to protect its brands and Alibaba’sonline 

reporting system for removing counterfeit-product listings, “you get fast, thorough results. 

Issues are very rare. 

 ——Gill Smith，Dyson

——Gill Smith, 戴森

——Yellow Brand Protection亚洲区运营经理刘子菡

 ——Azrielant, Jewelry.com

——Azrielant, Jewelry.com 珠宝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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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万笔订单中仅有1.49笔为疑似假货

2017年消费者因怀疑买到假货而发起退款的比率比

去年下降 29%（去年0.021%，今年 0.0149%）

2017年消费者因怀疑买到假货而发起的退款比率为0.0149%较去年下降29%。换句话说，每1

万笔订单中仅有1.49笔为疑似假货。

在消费者信心提振的背后，是阿里巴巴主动防控、神秘抽检等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主动防控体

系会对平台全量商品以及用户异常行为进行实时扫描与判定，并对系统判定为疑似假货的商品、高

危商家在第一时间进行拦截和处置。

除主动防控外，阿里巴巴还通过大数据模型对平台商品做检测，对可疑商品做“神秘抽检”。

阿里巴巴平均每年发起十万余次抽检，投入上亿元购买可疑商品。一旦确定假冒伪劣商品，阿里巴

巴会立刻对商家进行处理，轻则整改下架，重则关店清退。

【案例】  消费者举报三星TOP店铺售假，淘宝核实后关店

今年下半年，消费者肖某向淘宝发起举报，称在三星品牌手机店铺中名列前茅的淘宝店购买到
假冒三星手机。阿里巴巴对消费者举报极为重视，接到举报后，运用“神秘抽检”等手段对商家疑似
售假行为做调查。调查显示，尽管该三星手机卖家出售的大部分商品为正品，但也确实存在售卖翻
新机、真假掺卖的情况。为保障消费者利益，阿里巴巴对该商家账户内200余万资金做冻结并用于
消费者赔付。同时，阿里巴巴对该售假淘宝店铺做了关店处罚。

退款比例

2016 2017

0.0149%

0.021%

消费者信心提振背后，也彰显阿里巴巴对消费者保护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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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全国23省执法机构线下打假，协助抓获制售假分
子1600余人，案值约43亿元

在运用数据技术解决网络假货问题的同时，阿里巴巴也在联合全国执法机关向线下假货源头宣战。

2017年阿里巴巴网络假货治假取得全球瞩目成绩，离不开全国各地公安、工商、质监、食药监

等各级执法机关的巨大投入。目前，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已与全国23省执法机关联合进行线下打假；

并与上海、天津、江苏、山东、河北、辽宁、湖南、陕西、重庆、云南、黑龙江、山西12个省（直

辖市）的公安机关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持续深入开展合作。

2017年全年，阿里巴巴累计向全国公安机关推送远超5万元起刑点的涉假线索1910条，协助

抓捕涉案人员1606名，捣毁窝点数1328个，涉案金额约43亿元。

推送线索量 抓捕涉案人员

2016 2017

捣毁窝点数 涉案案值

1184

1910

880

1606
1419 1328

30亿

43亿

2017阿里巴巴线下打假数据

阿里巴巴线下打假合作地图

打假合作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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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至7月，阿里巴巴配合工商执法部门开展了2017浙江“红盾网剑”专项执法行动, 查处了一批

网络侵犯知识产权案件。行动期间浙江省共立案查处各类网络违法案件3819件，办结2638件，其中大要案

1320件，涉案金额3.487亿元，罚没款达4680多万元，移送公安机关80起，关闭违法网站（网店）13349个。

“红盾网剑”专项行动，有效打击了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净化了网络市场环境，促进了企业公平竞争，维护了

消费者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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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冒LV系列案线下打假示意图

2016年11月，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协助警方捣毁假冒LV生产工厂，幕后老板陈某逃脱。

2017年，根据LV权利人线索，打假特战队配合公安机关，对陈某在佛山的面积达800平米的制假

窝点做追踪打击，现场查获加工机床3台，收缴15卷印花皮料。与此同时，警方对位于湖南永州、广

东广州的另一假冒LV团伙做侦查布控。经过6个多月的调查摸排，于2017年6月6日，警方在永

州、广州同时收网，捣毁生产工厂、仓储物流点和批发档口，抓获犯罪嫌疑人10余人，涉案总金

额达2.16亿元，彻底捣毁了这个制售假冒LV团伙。该案系全国目前打击假冒LV产业链挖掘最深、

打击最透的案件。

【案例】  制假工厂老板逃脱后再被抓

【案例】  横跨三省四地的售假团伙被捣毁

2017年，湖南娄底警方在阿里巴巴大数据协助下，于三省四地同时收网，捣毁了一
个集生产、包装、销售链路于一体的假冒减肥药制售团伙。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隐
匿在大山深处生产假冒减肥药，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渠道，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涉案金
额上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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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向贵集团、平台治理部表示衷心感谢！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警企合作，为打击清理网络售

假行为，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秩序做出新的贡献。

本案得以成功查办，是团队作战、社会共治的成果，充分发挥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专业优势、公

安部门的侦查优势、阿里巴巴的大数据优势、深圳市市场稽查局的固定电子证据的优势。

——特大跨国假冒案破获后，广州警方致信感谢阿里巴巴

此次案件的侦破，彰显了佛山市执法机关对于汽车假冒伪劣产品零容忍的决心，我们也深切体

会到阿里巴巴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不遗余力的投入和毫不懈怠的精神。

——广东省食药监局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代表处高级经理张琳

以前我们的合作在线上，但这无法从根源杜绝假货，我们看中阿里的大数据分析能力，这也是

我们线下打假合作的第一案。

——Specialized中国区知识产权保护负责人

【声音】

执法机关对制售假严惩不贷的态度，为数据技术在打假上的应用铺平了道路。在中国人民公安

大学指导下，阿里巴巴开展了“共享共治学院”，与公安干警讨论网络治假经验。2017年阿里巴巴

和全国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份公安机关开展了共享共治交流课堂，分享假货治理经验。截至目前，阿

里巴巴已开展21场“共享共治学院”，全国各地参与交流分享的公安干警近700人。

【案例】 余杭市场监管局一天捣毁四个制售假窝点

2017年7月，杭州余杭市场监管局一天之内端掉了四个网店制假、售假窝点，现场查

获涉嫌侵权“雅莹”品牌各类服饰800多件，以正品价格估算货值达30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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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涵盖刑事、民事、行政在内的国家司法和

行政执法合围打击的实施综合运用，进一

步彰显中国在打击制假售假方面的治理体

系日趋完善。

2017是“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

货”形成全社会共识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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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国家高度重视，全国执法机关联手推进“像治理酒驾
一样治理假货”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致信两会代表，呼吁“像治理酒驾一

样治理假货”。

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在全国两会新闻发布会上，公开点赞“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

假货”，并提出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加大惩戒力度，建立企业信用系统是让假货不断逐渐减少

的方法。

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制假售假是全社会的公害。治

假涉及到整个社会，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需要共同发力”。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质检总局原副局长刘平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呼吁，建议国家要加大处
罚力度，提高犯罪成本，才能有效遏制不法分子的投机心理。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也提交了《关于对制假售假行为加大打击力度的提

案》，建议加重对制假售假者的处罚。法学专家对此高度认同并倡议：假货生产同样日益公开化产

业化，应借鉴严格执法加重刑罚的方式进行治理。

在国家各级执法机关高度重视下，2017年阿里巴巴与全国20余个各级工商、质检、食药监及

公安等执法机关签署共治协议。2017年全年，阿里巴巴累计向全国各级执法机关推送涉假线索

2337条。

2017年8月1日，全国及13个省市双打办、双打成员单位与阿里巴巴代表齐聚杭州，召开“云剑

联盟”行动会议，探讨线下跨区域联合打假行动方案，用实际行动响应“像治理酒驾一样打假”。

苏州、娄底、连云港等多地公安机关还通过打假直播的形式，让全社会消费者认识到假货的危

害，震慑制售假犯罪分子，用行动践行“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2017年7月17日，苏州市公安局举办“像抓酒驾一样打假——苏州警方破获公安部督办

‘11.02’制售假减肥药案新闻发布会”，首次以全网直播形式公布抓捕、查处“第一现场”。湖

南娄底一假冒减肥药团伙观看打假直播后，企图转移犯罪场所以避风头。转移尚未完成，便被当地

警方抓获。截至目前，全国各地警方先后开展了4场打假直播，累计观看人数上千万。

【案例】 三地四场“打假直播”震慑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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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3日，“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获选国家质检总局指导下的“2017质量之光”

公众评选“年度质量事件”。国家质检总局检验司副司长刘世远点评：“一年以来打击假货的案例

显示，‘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在全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共识。希望今后有越来越多的力量

参与到打假事业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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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企业及社会各界广泛响应，“打假联盟”初步成形

“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得到了海内外企业界广泛响应。

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公开发声：

“（假货）不但毁了众多的行业，毁了网购，而且毁了诚信，毁了中国的立国之本。”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则指出：

“假冒伪劣影响我们的行业、企业有序发展，更影响中国的国际化形象，也是阻挠商业文明和创

新的毒瘤，对此我们坚决抵制。”

随后，法尔胜集团董事长周江、德洛兰乳业董事长朱伟文、友发钢管董事长李茂津、杏汾酒业

董事长魏晓东、贵州八方酒业董事长周显明，茅台、安踏、九阳等企业集团代表等也纷纷表示，坚

决支持严刑打假、为中国制造正名。

2017年1月，阿里巴巴大数据打假联盟成立，这是全球首个“大数据打假联盟”，致力于依托

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让打假更有力、更高效、更透明。目前，已有宝洁、路易威登、玛氏、阿迪

达斯、苏泊尔、小米等全球30个知名品牌权利人入盟。

阿里巴巴大数据打假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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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大数据打假联盟发布《联合公报》，明确提出共建一个全球24小时无时差打假共

同体。

2017年9月，大数据打假联盟成立咨询委员会，作为联盟“智囊团”为“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

假货”提供思路与解决方案。

大数据打假联盟成立后，阿里巴巴联合权利人向售假分子宣战。2017年，阿里巴巴发起了针对

售假卖家的民事诉讼，涉及的联盟品牌包括施华洛世奇，玛氏，贝德玛，阿迪达斯等，与权利人合

力打击，尽一切力量加大对制售假者的惩处。



3 /    走出国门，与海外企业直接对话，让打假无国界

2017年，阿里巴巴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上与权利人展开沟通，加强合作。2017年8月和11

月，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团队分别在美国纽约，瑞士日内瓦和意大利米兰举办了3场国际权利人

大会，与超过300名的国际权利人代表进行直接对话，分享阿里巴巴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新技术、

新动向与新项目，并展开数十场一对一的品牌方和代理人交流会， 详细解答权利人代表在平台知

识产权保护上的问题，帮助权利人保护合法权益、解决问题。在这一年里，阿里巴巴用切实可行的

工作成果，减少了外界质疑的声音，用更加开放合作的态度，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肯定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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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阿里率先起诉售假卖家，推进法治进程，让售假者痛

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呼声发出后，阿里率先拿起法律武器起诉售假卖家，推进法治进程，

提高制售假成本，真正做到“让售假者痛”，不惜成为制假售假分子最痛恨的人。

2017年，阿里巴巴作为平台发起中国第一例针对售假卖家的民事诉讼。淘宝网以违背合同约定、

侵犯商誉为诉由，通过民事诉讼对多个平台售假商家持续追偿，胜诉也上诉，坚决不调解。截至目

前，阿里巴巴已向法院提起诉讼12起，全获立案，一审宣判2起。其中，淘宝网起诉商家姚某出售

假冒玛氏猫粮的“全国首例电商平台诉售假店铺案”胜诉，获赔12万元。目前该案入选2017年度人

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入围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央电视台联合开展的“2017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

件”评选活动。

“电商平台打假第一案”由法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审理，该案的判决结果体现了上海市奉贤

区人民法院在网络假货治理上的先进思路与创新精神，确定了售假卖家应该向平台赔偿的原则，也

为深受假货之害的电商平台、品牌企业以及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起到了示范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评给予该案高度评价：“填补了此类案件审理的空白，为今后类案的审理提供了

宝贵的参考依据，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也是司法界对互联网新型业态法律关系的明确，有利于

促进电商平台的健康长久发展和国家经济社会的稳定有序发展；传递了社会正能量，明确了司法打

假的力度和决心，有利于巩固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氛围，对司法界和社会的正面示范作用明显。”

尽管“电商平台打假第一案”胜诉给网络假货治理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然而，阿里巴巴在实

践中发现，要想通过民事赔偿的方式，给售假者以震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平台作为商誉损失方

的法律量刑标准亟待建立。

“电商平台打假第一案”。2017年3月8日，淘宝网以“违背不得售假约定、侵犯平台商誉”

为由，将平台上出售假冒玛氏猫粮的姚某告上法庭，索赔267万元并要求其公开道歉。7月20日，

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审理后认为姚某在淘宝网出售假货，不仅损害了

与商品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还降低了消费者对淘宝网的信赖和社会公众对淘宝网的良好评价，

对淘宝网商誉造成了损害，判决姚某赔偿淘宝网损失及合理支出12万元。目前该判决已生效。

【案例】 “电商平台打假第一案”：淘宝起诉售假卖家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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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家住上海的90后小伙许某注册了一家淘宝店，专售高端白酒。注册时，许某同浙江

淘宝网络有限公司签署了《淘宝平台服务协议》。根据协议，其不得在淘宝平台上销售、提供侵犯

他人知识产权或其他合法权益的商品、服务，并赋予淘宝一定的管理权，如对会员店铺计分管理等。

然而2014年11月至2015年9月间，许某却在淘宝平台销售五粮液假酒。

今年5月，淘宝认为许某及其作为股东设立的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违反了《淘宝平台服务协

议》，损害了淘宝商誉，并造成了经济损失。淘宝因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许某及某公司赔偿其

损失及律师费等共计12万余元。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定许某赔偿淘宝损失2000元。目前，淘宝

已就该案提起上诉。

【案例】 淘宝起诉卖假酒小伙仅获赔2000元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制

售假现象也随之出现。电子商务兴起后，一

些不法分子开始利用互联网出售假货。尽管

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积极承担、

积极投入，打击假货；但线下假货生产源头

不除，假货这一社会毒瘤始终难以根治。

根本性解决线下假货生产源头、假

货跨国境多平台流窜等问题仍然任

重道远



1 /    打而不绝，假货生产源头根治任重道远

在网络假货治理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同时，线下假货生产源头的根治任重道远。2016年，阿里巴巴

对18万个网上疑似售假店铺做了关闭处理，发现这些店铺基本掌握在数以千计的制售假团伙手中。

2017年，被关闭的网上疑似售假店铺的数字是24万个，数据分析发现，有相当部分售假分子店铺被

关闭后，改头换面重新售假，且基本集中在全国多地的区域性、行业性、领域性假货带上。多地执

法机关的实地打击案件也印证，假货源头并未根除，反而分工越发细致，反侦察和隐蔽能力不断加强。

2017年12月底，公安部针对制售假活动仍较活跃，许多犯罪链条和网络尚未斩断，行业性、

区域性、领域性制假售假现象依然突出的问题，部署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春

雷行动”。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深挖犯罪源头窝点，摧毁犯罪产业链条，严惩制假售假不法分子，依

法保护市场主体创新活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以莆田为例，尽管当地政府长期保持对制售假的严厉打击，但莆田的假鞋产销带始终打而不绝。

2017年1月，曾有媒体对莆田地下假鞋市场做曝光；随后，当地执法机关及时跟进，对制售假团伙做

了定向打击。然而，2017年底，阿里打假特战队对莆田假鞋产销地做实地探访时发现，每到晚上10

点，莆田某电商城附近依然有大量假冒“耐克”“阿迪达斯”“彪马”运动鞋发往全国各地。

2017 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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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售假者与线下假货带分布高度一致



2 /    制售假团伙跨国境跨平台流窜现象日益严重

2017年，阿里巴巴发现，各地制售假团伙为攫取利益、逃避打击，跨国境跨平台流窜现象日益

严重：一些制售假分子向微信朋友圈、微商等多个社交平台及京东等其他电商转移；另一些制假分

子则尝试搭建海外网站，通过FACEBOOK等社交平台引流售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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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阿里打假不断深入，假货商家逐步向其它平台转移

假货商家转移到其它平台

假

微店 京东 其它平台拼多多

第一步：利用变异词在淘宝宝贝详情页展示微信号

第二步：通过微信将消费者引流到微店

一些售假商家通过变异词逃避淘宝管控，吸引消费者通过微信朋友圈去微店购买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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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一些售假商家明目张胆利用微信售假。售假商家通过微信“搜一搜”
功能引流，通过“小程序”功能展示假货图片招揽顾客

在电商平台拼多多上，输入LV等大牌，可以明显搜到各类疑似假货

阿里巴巴在网络假货治理过程中发现，随着淘宝打假力度不断加强，部分售假分子为避免被淘

宝网处罚，通过在商品详情页展示微信号的形式，将消费者引流到微信朋友圈中，再通过微商等平

台销售假货。在今年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假冒减肥药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王某向警方供述，其曾在

淘宝开店售卖假冒减肥药，店铺被淘宝查封后转向微商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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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连云港东海县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在阿里巴巴大数据技术协助下，破获一起公安部
督办特大微整形假药案，涉案人员近150人，35人相继落网，涉案金额以千万元计。

为销售假货，制售假团伙搭建了完整的销售网络，通过数以百计的微商群将美容整形假药销往
全国31个省市。

【案例】  微商售假现网络化、体系化趋势

2017年，国内警方破获了一起跨国售假案。美国Facebook网红Michelle通过国内电商平台
订购假冒箱包、服饰，通过Facebook将其售卖给当地消费者。

【案例】 美国网红假货需求驱动制假

店铺售假被关闭

微商渠道

连云港美容整形假药案犯罪团伙销售网络与流窜示意图

转移

禁

全国总代理

省级代理

一级代理

二级代理

三级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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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阿里打假特战队协助警方破获了一起假冒润滑油案。在该案中，假冒润滑油产自马
来西亚，经班轮运输至国内各个港口，再通过多种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案例】  东南亚假冒润滑油流入国内

马来西亚

广州

宁波

天津 大连

假冒润滑油案中假货输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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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底，阿里巴巴发布的2016年全年打假数据显示：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通过大数据模

型体系主动防控、权利人举报、消费者投诉、神秘抽检等方式, 共关闭18万家有售假嫌疑的店铺，

并排查出4495条销售额远超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执法机关接收1184条；公安机关能够

依据现行法规进行刑事打击的为469例；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

33例，比例不足1%。阿里巴巴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发现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其中

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

2017年9月，西部某省公安机关在阿里大数据协助下破获一起公安部督办特大调味品案，警方
跨多省缴获数十万袋假冒调味品。该案主犯师某之前在一家正规调味品厂从事打假工作，曾配合当
地警方打击过假冒该品牌调味品的制售窝点。在高额利润诱惑下，师某转而制假，2006年、2011
年，其两次因参与制售假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均被取保候审，直至2017年因制售假“三进宫”。

【案例】  10年制售假货被抓三次

012017年3月，连云港东海警方在阿里巴巴数据技术协助下，破获公安部督办特大美容整形假药
案。一名女性犯罪嫌疑人因在哺乳期未被采取刑事拘留而直接取保候审，被取保时承诺再也不碰假
药。甫一获释，该犯罪嫌疑人立即将警方追查一事通知众多微商好友，不仅重操旧业卖假药，还给其
他微商们支招：“出事前，记录清空，交易记录删掉，要是万一被抓了，则对警方哭穷，把拿货价
格说低。”

【案例】  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后重操旧业售假

假货源头打而不绝，背后反映出现行相关法律或者执法、司法现行实践和标准，已难以适应打

击此类犯罪迅猛发展的现实需要。制售假成本低、执法成本高、绝大多数制售假处罚难以达到“让

售假者痛”的治理效果，其结果就是“违法犯罪分子笑死、痛恨假货的人急死、执法办案人员累

死、消费者哭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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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阿里将进一步运用数据技

术，全力协助执法机关围剿线下假

货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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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铲除线下制售假源头，2018年，阿里巴巴将继续不惜代价协助公安、工商、质监、食药监等

执法机关围剿假货源头，向制售假分子宣战，不惜成为制售假分子最痛恨的人。

新年伊始，阿里巴巴已经运用数据技术，协助公安机关推进“春雷行动”，对位于全国各地的

线下制售假团伙开展围剿。

阿里巴巴同时呼吁，面对假货跨国境多平台流窜的现状，所有电商平台、社交平台和广大商家，绝

不要因为商业利益而推卸社会责任，每一个商业平台、每一个商业平台的从业者，都应拿出维护商业利

益、商业信誉的决心和勇气，投入到打假这项事关国计民生的工作中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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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推动降低制售假入刑门槛

2017年下半年，阿里巴巴联合美国康宝莱品牌权利人挖掘出了一个横跨江苏、山东、广东三省

的制售假冒保健品团伙。该团伙幕后操盘手是制假惯犯，屡次逃脱法律制裁。最终，在阿里巴巴和

权利人共同努力下，成功协助江苏警方一举捣毁该犯罪团伙。案件破获后，阿里巴巴向美国康宝莱

公开邀约共同起诉售假卖家。美国康宝莱代表表示，未来要联合阿里巴巴开展线下打假，共同起诉

售假卖家，让售假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2018年，阿里巴巴将继续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运用刑事、行政、民事等多种手段，对制

假售假行为做合围打击，推进全社会的假货治理和全球知识产权保护进程。

除线上假货治理、线下假货源头打击外，阿里巴巴还开展打假公益行动，鼓励消费者参与到知

识产权保护中来。

面对信息、信任壁垒，阿里将继续通过与权利人信息分享、产品共建等形式，提升网络假货识

别能力。

面对制售假者缓刑居多、线下假货源头久打不绝的现实，阿里将不遗余力推进“像治理酒驾一

样治理假货”，推动降低制假入刑门槛。

面对制售假犯罪成本过低、处罚不足以震慑制售假行为的现状，阿里巴巴也将联合更多的权利

人、诚信商家、因假货而受害的消费者，对售假商家提起民事诉讼，通过法律追偿的形式，让售假

者痛。

23

2017年7月，阿里巴巴“神秘抽检”正品公益拍卖在北京举行，鼓励消费者以公益拍卖的形
式，参与“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拍卖所得现场捐赠给了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用于为
孩子们建造“梦想中心”。

同年9月，阿里巴巴联合中国青年报社、中国高校传媒联盟、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在全国范
围内开展“神秘抽检”假货创意销毁大赛，面向全国21个省市799所高校征集假货销毁的好点子、好
创意，用更高效、环保、有趣的方式销毁假货，参与到知识产权保护中来，为中国培养一批有责任
、有担当的“打假青年”，让“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共识在年轻一代中传递。

【案例】  鼓励消费者参与打假公益



3 /    疏堵结合，推进供给侧改革，助力制造业转型

全球制造业转移、企业主法律意识淡薄、高额利润趋势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使得一些生产

企业为追逐短期利益，走上了制假道路。

一方面，阿里巴巴联合公安机关，在假货产业带开展源头打击；另一方面，阿里巴巴也在这些

地区，运用数据技术推进供给侧改革，助力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2017年5月，阿里巴巴上线“淘

宝心选”，对外贸出口企业和新型材料企业做定向帮扶。2018年，阿里巴巴将持续运用数据技术挖

掘消费者需求，通过生产标准化、管理流程化等手段，帮助中国工业制成品开拓市场，解决国内制

造业“强生产、弱市场”的问题，避免其走上“无品牌，去冒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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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货的历史有多长，与假货斗争的努力就有多久。2017年，在

执法机关、品牌权利人、消费者等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下，阿里巴巴在

网络假货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上取得全球瞩目的里程碑式进展，网络

售假问题得到显著遏制，证明了“技术进步可以解决社会问题”。这

个历史性突破是阿里巴巴在2017年所取得的最大成绩之一，也是根

治假货和权利人有效保护的全球性实质探索。

共识是为了共治。当假冒伪劣商品成为过街老鼠，当人们认为制

假售假危害等同于酒后驾车，制假售假这种严重危害诚信的现象才有

可能彻底被清除。

实践证明，制售假行为不会因为一时的重视而禁绝，制假售假者

一定会变换各种方式，对抗法律和监管。实现天下少假天下无假的目

标，需要持久的努力。

阿里打假从线上打到线下，将数据技术能力转化成执法能力和打

假巨大推动力，向各执法机关输送制售假线索。

2018年，阿里巴巴继续将与社会各界一起，开展打假行动：联

动海内外权利人，通过交流与共创让网络假货防控更高效、更智能；

鼓励消费者拒卖假货，积极参与打假公益行动；不惜一切代价协助执

法机关打击线下制假源头，切除假货这一经济毒瘤。

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