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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衣裙、帆布包、精致淡妆……站
在空空荡荡的南京西路 818 广场地下
2 层某快餐店内，说话温言细语的小
D，看上去和普通白领没什么不同。
6月 6 日中午，在广场地下 2层，

无视对面川菜馆嘈杂的长队，以及萦绕
在快餐店周遭的循环广播“亲爱的顾
客，大众点评收藏本店铺完成打卡，可
领取可乐一听”，小 D独自站在这家仅
有一名食客的快餐店内，一番精打细
算，为自己配了一套价值 40 多元的快
餐：土豆丝、口水鸡、米饭……
除了这些外，小 D还坚持让服务

员为她加了一份炖蛋。由于店内当日炖
蛋已基本卖完，小 D只能得到常规炖
蛋的二分之一。
结账时，小 D向收银员提出，这份

炖蛋要用大众点评的团购劵买单。对于
交易的双方来说，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
暗号：小D，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食客。
在小 D支付餐费的一刻，两场交

易正在同时进行。明面上，小D向商家
支付了餐费，购买了自己的午餐；暗地
里，商家向小 D退还了这笔午餐费，但
要求小 D填写一份大众点评好评“套
餐”：3 到 5 张图、100 字以上精选评
论、以及 4.5 分以上的评价。
小D，是在南京西路上班的普通白

领，也是一名兼职“羊毛客”。
这不是小 D 第一次参加 “薅羊

毛”活动。作为大众点评的 Lv3（指大
众点评会员等级）会员，由小D账号写
出的好评颇受商家们的欢迎。她吃过免
费鱼鲜馄饨、撸过免费的猫，娴熟地混
迹在各大吃喝玩乐群中，以完成商家的
指定“作业”为代价，换取免费的服务。
在“羊毛客”的世界里，小 D并不

算是个“高玩”，她有些后悔知道“薅
羊毛”玩法太晚，好多评论都没有写，
以至于账号的等级不算高，无法参加对
会员等级要求更高的“薅羊毛”活动。
“我是今年才知道的，是从小红书

上看到的。”小D说。她成为“羊毛客”
只是个偶然。最初，她只不过是为了在
小红书上寻找关于省钱的小技巧。
小 D是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的缩

影。在无意识浏览网页的过程中被诱
惑，怀着好奇心开始了第一次“薅羊
毛”，尝到甜头后一发不可收拾，有些
人因此成了职业“羊毛客”。
在闲鱼平台，一名来自南京的职业

“羊毛客”公开叫价：“大众点评 Lv5，
好好照相，认真写文。”他说，自己有三
个大众点评账号，1 个 Lv5，2 个 Lv4，
“探店 70元，代发 25元”。

在这个昵称为“tb1994”的“羊毛
客”眼中，“薅羊毛”俨然是一门生意。
他在闲鱼发布的 6个商品，均与“探
店”相关。
“可以（赚到钱）的，我本身很喜

欢探店，意外发现这个还可以赚钱。”
“tb1994”说。

像“tb1994”一样，利用“薅羊毛”
赚钱的人还有不少。在闲鱼APP 上搜
索城市名加关键词“吃喝玩乐”，会发
现一个专属于“羊毛客”的世界。
仅上海地区，以“吃喝玩乐”为名，

实为“薅羊毛”相关的帖子就有数十
个，这些帖子大多以大众点评、小红书、
抖音、知乎等平台用户为目标，试图用
免费的吃喝玩乐或金钱报酬，换取评
论、点赞、刷量等服务。

常言道，哪有“天上掉馅饼”的好
事，但在“羊毛客”的圈子中，“天上掉
馅饼”几乎随时发生。
“美味超值日式拉面，等级要求：

DPlv5+/ 小红书 1w+ 粉。餐标：80/
人，车马费：50/ 号……”
“地铁站肇嘉浜路附近小吃；内

容：单人套餐；等级：3-8级……”
在一个活跃的吃喝玩乐群中，每天

数十条“薅羊毛”的信息在群中滚动刷
屏，内容涵盖吃喝玩乐方方面面，一个
“羊毛客”如果认真报名，甚至可以通
过“薅羊毛”的方式，解决自己的一日
三餐。
“红人”通告小程序，是另一个参

加“薅羊毛”活动的有效途径。在这些
小程序中，“薅羊毛”活动，被包装为
“红人”通告活动。
“上海免费染发”，大众点评账号等

级“Lv4-Lv7”、要求“一个月没写过美
发点评”。
代品牌方在小红书上发图文，账号

可以正常收录，5 元至 15 元的收入
……
这些显示在 “红通告”“咸豆通

告”等小程序的活动，被小红书等“红
人”博主们以“0 粉素人”也可以“恰
饭”（互联网语言，意为赚钱）的窍门
推广。相似的信息，每天都有十数条到
数条不等。

“薅羊毛”活动并不是真正无偿
的，“羊毛客”们对此心知肚明。在享受
免费服务的同时，“羊毛客”也必然需
要按照商家的要求，完成一些“任务”。
“教大家怎么参加一下群里的活

动，这些都是我体验后进入的优质
群。”闲鱼用户“强强1004”说。
在闲鱼上，“强强1004”以出售本

地吃喝玩乐群为生。他所出售的所有
群，大多是高度活跃的上海本地“薅羊
毛”群。
“我自己是Lv7，好多人的活动我

也有参加。”“强强1004”说，“群里
（活动）都是免费的，会给额度体验，多
了自己付，所有体验都需要在大众点评
给好评。”
类似的要求也出现在各类红人通

告平台上：“发小红书带上指甲油，需
收获7天内完成，需审稿。”“时尚红女
装博主招募，收货5天内出稿，配合改稿
……”“素人招募，需要天猫店铺拍单+
好评。”……
隐藏在诸多如 “审稿”“配合改

稿”等要求背后的，是一套公认的潜规
则：“羊毛客”们，需要用商家指定的评
论内容，作为置换免费服务的条件。
在这个圈子里，饱含赞美的评价、

实际到店的行为、购买产品后产生的销
量，都可以作为“报酬”用以支付商家
的服务，而一个“羊毛客”账号的等级、
评论的质量、粉丝的数量，则决定了他
可以获得“免费体验”的额度，以及获
得报酬的多少。
低等级的账号主人同样也可以

“恰饭”。很多不要求真实到店的“任
务”，对账号等级要求并不高。
“能写差评的来，等级没要求，写

得真实，3星以下，优质点评结25。”“扫
码关注公众号，佣金五毛……”“淘宝
单 ，本金3.5，销量3一个。”……
代发好评、代发差评、代刷销量、代增

加粉丝数……只要愿意，这里总有任务可
以赚钱。

这是一笔“轻松钱”。
像小D参与的到店体验后给出好

评的形式，是最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一
种“薅羊毛”形式。
在这个类型的活动中，“羊毛客”

只享受免费服务，并不会因为写好评赚
钱。
“拍4张照片，围绕菜品口味、服

起底职业“羊毛客”
公认的潜规则与造假产业链

以“吃喝玩乐”为名实为“薅羊毛”，享受免费服务同时完成商家“任务”

务，站在真实消费者角度写120字以
上评论，推荐3个推荐菜，口味打5分，
其他全打4.5分……”
这是记者亲历的一则“薅羊毛”

活动，商家给出的经费是每人40元。
因为40元仅够支付一个推荐菜

的费用，记者不得不编造出其它菜式
的口感，以完成商家交代的“任务”。
然而，撰写虚假好评，就如潘多拉

的魔盒，一旦开始，事情就会向不可控
制的方向发展。
一旦“羊毛客”们接受了用好评

置换到店服务后，那么，接受为“不到
店任务”写好评，再置换金钱的逻辑，
就顺理成章了起来。
此时，“羊毛客”的“瞎话”，已经

从半真半假，变成了全都是假的。“薅
羊毛”者的身份，也从单纯的“羊毛
客”，变成了“网赚人员”。
在互联网上，这样的订单多如牛

毛。在记者暗访期间，目睹了数十份
这个类型的订单。订单内容涵盖考研
培训机构、奢侈品鉴定、高端海鲜礼
盒、品牌充电器、中医门诊等各种商业
领域，评论和文章发布的平台也涉及
小红书、知乎、抖音等多个平台。
付费请人说假话这一产业的活跃

程度，令人震惊。
记者曾被人以2.5元一条的价格

要求在小红书发布一条笔记，笔记的
内容和图片都是支付者提供的，内容
为：“我的（妇科）炎症属于比较老实
的，就是一旦上火就会发作，发作一
次可比我生孩子痛苦了……然后在小
红书看到了雅安ting，到现在差不多
用完了，没有复发……”
实际上，记者从未使用过这款产

品，也从未生过小孩。
为了做大畸形“薅羊毛”灰黑产

业链，有人甚至建立了专门的小程序，
方便商家和“网赚人员”间相互联系。
一个名叫“呱太平台”的小程序，

就专供商家发布有偿点赞、评论等
“任务”。这个平台自称可以为小微
企业提供高效、快速、稳定的推广，能
为商家提供点赞、流量、转发以及粉
丝。
记者在“呱太平台”上随机领取

任务后发现，这个小程序，实质就是将
一些分散在各处的“不到店任务”汇
总起来。例如，在一个名为“知乎评
论”的任务中，记者被要求随机选择
诸如“我也买了足宜舒，用了大概一
个月了，脚气确实慢慢在变好了”、

“用了楼主的方法以后我脚气没了”
等三条评论中选择一条，用自己的账
号评论在指定的知乎问答中。
如果完成“任务”并通过审核，记

者可获得5毛钱，累积到几元钱后，收
益可以从“呱太平台”上提现。
在“呱太平台”，每天都有上百条

“任务”等待领取，内容涵盖“快手关
注”“微博超话助力”“拼多多红包”
“小红书点赞、收藏、评论、举报”“微
信视频号点赞、评论”“知乎点赞、评
论、举报、关注、收藏”“抖音点赞、关
注、评论”等。

“薅羊毛”畸形灰黑产业链繁荣
的背后，是商家和“羊毛客”之间的一
场共谋。而在这场共谋中，商家扮演
了绝对主导者的角色。
以最常见的用好评置换免费体验

为例，“羊毛客”们想要免费体验，离
不开商家从上到下的配合。
“到店和服务员说是章粮先生预

定的，每人按照1人100额度点，用餐
后不用买单。”在记者暗访参与的一
次“薅羊毛”活动中，活动的组织者这
样告诉记者。
在记者暗访过程中，“章粮”这两

个字好似一个交易密码，几乎餐厅的
所有人都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服
务员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记者吃饭不
付钱的举动。
“真的不用付钱吗？”离开餐厅

时，记者特意反复询问。餐厅里的服
务员回答十分坚定：“不用，直接走就
好啦。”
在商家眼中，源源不断的“羊毛

客”，其实是为刷好评的职业水军或
人肉刷单员。
在一次参与“薅羊毛”活动的暗

访中，有商家承诺，如果可以为其拉来
更多的“羊毛客”，记者可以在领取免
费的服务之外，获得额外的奖励：“你
这边比较期待一个怎么样的政策，我
可以和投资人讲一下。”
在商家鼓励下，许多资深“羊毛

客”会利用自身对“薅羊毛”圈子的
熟悉，成长为专门为商家招揽“羊毛
客”的“中间商”。
每个“中间商”手中，都存有大量

吃喝玩乐群等渠道，他们会将从商家
手中接到的订单，通过这些渠道派发
给“羊毛客”中，从中抽成赚钱。

一些做大了“中间商”，甚至成立
了公司，并以“MCN机构”“代运营
机构”的名义展开运营。

那么，商家为何如此热衷于组织
“薅羊毛”活动呢？

这是因为“羊毛客”们可以为商
家带来肉眼可见的收益。

一些自诩专业的运营机构，是此
类活动最忠实的鼓吹者。在一些小红
书运营机构口中，对素人进行广告投
放，是其投放策略中重要的一环。
“素人意味着口碑，口口相传。”

在一篇关于小红书投放套路的知乎问
答中，一业内人士这样回答。

比起报价昂贵、审核严格的小红
书品牌合作人，廉价的素人更容易营
造“好评如潮”的效果，由此衍生的小
红书代写、代发产业链，屡次被媒体曝
光。
同理，雇佣代发账户在知乎上发

软文，也能给商家带来不菲的收益。一
名专门做知乎推广的商家告诉记者，
通过大量招募代发账户发布软文的形
式，可以起到铺广告的作用。
“每个月60篇，持续两个月，这样

知乎上就有大量你的品牌宣传文章，
百度也会收录一些，但可能排名比较
差。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大量的广告
铺放加知乎的推荐机制，展现给精准
用户起到宣传作用。”他说，不只是大
公司可以通过雇人发软文得利，一些
小微企业，也可以通过雇人发软文的
形式，获得客源。
在暗访过程中，记者曾以网友的

身份，随机联系了两条曾雇人在文章
下方刷好评、点赞的知乎文章作者。

在收到记者问询后，这些看似只是
在做经验分享的文章作者，在私信中立
即将其推荐的教育机构、医疗机构联系
方式发送了过来。
这些联系方式大多是个人微信账

号，没聊几句，就开始进行推销。
对于大众点评商家而言，找级别

高的账号刷好评，还意味着可以提升
商家星级和排名。
在美团大学餐饮学院商家小讲堂

的主讲人张满洋看来，一则评论发布
的时间、写评价人的星级、评论长度以
及图片数量，都会影响这则评论的权
重。
对于商家而言，找级别高的账号

刷好评，获得的收益远远超出成本，因
为15%的消费者会通过商家列表页进
入商铺，而评价会直接影响商家在大

众点评商家列表页的排名，排名低意
味着没有点击，失去曝光，失去浏览，
失去订单。

为了刷流量、编写虚假好评，商家
与“羊毛客”之间的这场共谋，看似没
有损害其他人的利益，甚至还令“羊
毛客”收获了想要省钱的小实惠，但
这样做的结果却是让各类商业平台充
斥着谎言，让消费者无从辨别真伪，进
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破坏了整个市
场诚信经营的基本准则。

在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郭振伟律
师看来，“羊毛客”通过撰写客观、真
实评价获取免单的行为，属于商家合
法的营销手段，并不违法。
但是，如果“羊毛客”明知商家刷

单炒信，仍按照商家要求有偿虚构交
易、撰写虚假好评、编造用户评价则是
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不仅侵害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还攫取了其他经营
者的交易机会，使得诚信商家受到排
挤，扰乱了市场公平、正当竞争的交易
秩序。
郭振伟律师指出，“羊毛客”明知

该类行为涉嫌虚假宣传却仍然参与
的，属于共同侵权人，在追究商家或刷
单组织者的相关责任时，参与刷单的
“羊毛客”也负有连带赔偿责任。

而“羊毛客”专门组建刷单团队，
为网络电商提供刷单服务，组织虚假
交易、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甚至可能
构成非法经营罪。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名互

联网从业者直言，一个个虚假刷单、虚
假评价看似不起眼，却可能像一个个
蚁穴那样，毁了整个市场公平竞争的
堤坝。
在这种共识下，整个社会对“薅

羊毛”等网络灰黑产业的态度日益明
晰。
2021年 3 月，上海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 6家涉嫌从事刷单炒信、组织
虚假宣传的公司展开了集中执法行
动，因为这些公司涉嫌根据商家指定
要求编写虚假好评、刷流量，侵犯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
2021 年 5 月 31 日，最高人民法

院民三庭庭长林广海在最高法发布会
上介绍，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人民法
院通过案件裁判严惩网络刷单炒作信
用、身份盗用、“薅羊毛”等网络灰黑

产业及不诚信行为。
与此同时，各大商业平台也开始

行动起来，从制度、技术等层面，封堵
编写虚假好评、刷流量的漏洞。

在大众点评，参与商户、品牌商或
第三方免费试吃、试用样品等换好评
活动，一经发现，商家和评论撰写者均
会被平台处罚。
在小红书，创作者在分享和创作

过程中，受到商家提供的赞助或便利，
需申明利益相关，违规发布推广笔记，
将会被警告乃至处罚。违规推广笔记
也会被限制曝光。
在知乎，发布垃圾广告内容会被

《知乎社区管理规定》列为可能会采
取删除违规内容、暂停或终止违规用
户账户功能的不良行为。

如今，在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职业“羊毛客”的工作正变得愈来愈
隐蔽。
“群里的活动不要发朋友圈，到

店以后也不能提及自己没出钱，就把
自己当成真实的消费者哦。”近日，在
“强强 1004”整理的吃喝玩乐群使用
攻略中，这一点被醒目地标注出来。

为了模拟真实消费者的行为逻
辑，每个参与“薅羊毛”活动的人都被
要求学会“做路径”。
所谓“做路径”，就是效仿真实消

费者思考方式在 APP 上完成一系列
搜索动作，防止被软件识别出作弊。
“找几家店进去浏览一分钟以

上，通过关键信息找到目标店铺，进去
后浏览一分钟以上，游览包括推荐菜、
评价、团购、位置地址……”

为了强迫“羊毛客”们认真“做
路径”，“中间商”们甚至不会直接告
诉“羊毛客”们目标商铺的名字，而是
给出诸如位置、推荐菜等关键信息，逼
迫“羊毛客”们像真实客户一样，自行
搜索。
“羊毛客”们很清楚，一旦演得不

够真实，被系统识别出作弊，他们和商
家都要被处罚。
一名大众点评V8账号用户告诉

记者，他现在已经基本不再参加这类
活动了。
“这是不符合规则的，平台会打

击的。商家邀请‘羊毛客’过来，商家
会被处罚，‘羊毛客’也会有问题。”
他说，“一旦平台发现你参与过此类
活动，可能会把你的账号等级降级，
甚至不再让你参加官方组织的活
动。”

晨报特级首席记者 张益维 实习生 董海润

“只要你善于编故事、写评价，甚至可以通过‘薅羊毛’的方式，解决自己的一日三餐。 ”在职业“羊毛客”眼
中，“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随时都在发生。

为了做大畸形“薅羊毛”灰黑产业链，有人甚至开发了专门的小程序，方便商家和“羊毛客”间相互联系。
职业“羊毛客”究竟是怎样一群人？ 他们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商业潜规则？

记者在参与活动过程中吃到的食物

“羊毛客”收到的订单

记者亲历“薅羊毛”活动

上海某吃喝玩乐群组织的“薅羊毛”活动 本版图片 / 晨报记者 张佳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