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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早报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华夏早报“3·15 消费者
权益保护日”特别报道

　　一年一度的“3·15 消费者
权益保护日”，对于消费者来说
就是一个宣传日，但对于职业打
假人尚庆风，每一天都在当作
“3·15”过。
　　尚庆风的微信名字叫“可爱
的一个人”，但在那些制假售假
的商家眼里，他一点也不“可爱”，
甚至于对他恨之入骨。因为尚庆
风动了他们的“奶酪”，断了他
们的财路。
　　经过近十五年的钻研和实
践，尚庆风练就了一双鉴别有毒
食品和药品的“火眼金睛”，能
够一眼辨识出药品药材的真假。
浸淫职业打假江湖多年，凭着依
法打假，良心打假以及过硬的专
业知识，使得尚庆风在业界已小
有名气，个人年收入早已以百万
计，可谓是“功成名就”。
　　但背后的艰辛和承受的压
力，也是不言而喻的。他一年四
季往来于国内多个城市，从不在
一个地方连续呆 5天以上。由于
他走一趟商场便知道哪些产品有
问题，一度被一些地方的商业机
构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还时
常遭受威胁、质疑和非议。
　　如今，尚庆风累了，他想逐
渐退出打假一线，但并非要放弃
打假，只是换一种方式，将他多
年来积累的打假经验和识别假货
的常识通过互联网分享出去，让
人人都成为“专业的打假人”。

《华夏早报》首席记者吴
鸣 北京报道

半斤硫磺味的莲子，让他
转行成为一名职业打假人

　　已过不惑之年的尚庆风是江
苏人，头脑活泛，性情直爽，说
话干脆，逻辑性强。他是怎么走
上职业打假这条路上的呢？

　　原来，在成为职业打假人之
前，他是一名商人，做食品生意，
在天津开了一家专营进口食品的
超市，年营业额达四五百万元。
　　2007 年 5 月，他在天津一
家市场，购买了半斤莲子，回家
后闻到莲子有一股硫磺味，上网
搜索，得知外表亮白的莲子多半
经过了硫磺熏蒸，而正常的莲子，
外表暗黄。
　　这种莲子哪能吃啊，尚庆风
赶紧找到市场，要求退货，并赔
礼道歉，对方让他提供二氧化硫
超标的证据，结果他拿不出，遭
到了市场的拒绝。
　　为了弄清真相，尚庆风将他
购买的莲子送到检测机构进行检
测，结果发现该市场卖的莲子二
氧化硫超过国家规定的 123 倍。
　　后来当地媒体对此事进行了
报道，涉事市场也因此受到了相
应的处罚。
　　不过，经历过这件事的尚庆
风从此由一个成功的食品商人转
行成为了一名职业打假人。

从单打独斗，到在全国设
立 6家办事处

　　刚开始的时候，整个打假过
程只有尚庆风一个人完成。如果
进展不顺利的话，身心俱疲不说，
几度产生放弃的念头。慢慢地，
线索多了以后，他一个人更加忙
不过来了。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尚庆风
陆续在北京、天津、郑州、广州、
重庆、成都等 6个城市设有办事
处，工作人员近 20 人。
　　据尚庆风介绍，除天津是因
为他最早发展的城市外，选择其
他五个地方作办事处，主要还是
因为这些地方索赔的成功率比较
高，另外合作的朋友也正好在这
些地方，而这几个城市正好又能
辐射周边地区。
　　打假团队的工作人员都有明
确的分工：线索搜集、问题认定、
购货、索赔以及诉讼等。尚庆风

认为，打假的核心是产品问题的
认定，是关系到整个打假活动成
败的关键。
　　据他回忆，大概是几年前，
北方有一款知名露酒，添加当归，
根据药典记载，当归属药，食品
法规定药是不可以添加到食品中
的。于是，一些打假人纷纷购买，
以非法添加为由向商家索赔，尚
庆风团队工作人员得知线索后，
建议跟进。
　　但经他深入了解，发现国家
有关部门早已就露酒添加当归作
出过答复，认可添加。结果购买
该酒索赔的打假者纷纷败阵。

看一眼就知道真假，失误
率不到千分之十

　　其实，做一名职业打假人并
不容易，为了掌握食品非法添
加、有毒有害成分方面的知识，
尚庆风挤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专业
书籍，像《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中国药典》《食品安全法》《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药品法
律法规全书》等专业书籍，对于
这些书籍里的一些具体内容，他
几乎是烂熟于心。
　　尚庆风还利用经常给食品做
检测的机会，拜一些食品加工企
业和食品检测机构的技术人员为
师，了解了不法商家往食品里非
法添加的方法，以及如何能常规
地把这些非法添加的物质检测出
来。
　　凭借着多年经营食品的经验
以及后天的不断学习，尚庆风逐
渐练就了绝活。现在，只要看上
一眼就能断定食品是否含有非法
添加剂。
　　尚庆风告诉记者，肉眼能看
出食品是否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物
质，还真不是开玩笑，“比方说
莲子，我一看莲子白的程度就知
道里面是否含有过氧化氢或硫
磺，一些农副产品，我一闻就能
感觉到是不是有类似的有毒有害
物质。

职业打假人练就“火眼金睛” 一眼识
假失误率不到千分之十

　　据尚庆风北京团队的一
位工作人员称，由于尚庆风
对产品问题认定准确，极少
走眼又被同行称为“专家”、
“总工”，经常有同行慕名
请他“掌眼”，有时候同行
还会拉他一起合作。
　　尚庆风笑着说，打假这
个东西偶尔也会有走眼的时
候，大约一年 500个案件中，
也会有两三个案件看走眼。
　　据了解，尚庆风团队早
前打假的主要对象是食品，
打假的内容是有毒有害。最
近几年，他又致力于药品和
药材打假。
　　他向记者透露，像冬虫
夏草、鹿茸、党参、麦冬等
中药材，他凭眼睛看就可以
识别真假，失误率几乎为零。
另外，近来他又开始涉足奢
侈品、珠宝、玉石等领域的
研究和打假。

年结案达 300 多件，
为打假年投入至少上
百万

　　据了解，2015 年、2016
年是尚庆风团队打假的“高
光时刻”。连续两年，尚庆
风团队打假结案都在 300 件
以上，这么多案件不可能每
个案件他都出庭。据尚庆风
透露，这些案件中，大多数
案件都由他团队中的律师出
庭，其中一些案子受到社会
广泛关注，主要是还是依靠
其律师团队的专业性够强。
　　如 2015 年 4 月，他们
在河南郑州发现一款苦荞
茶，在包装上标注了保健、
预防疾病的内容。他们认为
这一行为涉嫌夸大和虚假宣
传，极易误导消费者。于是，
他们向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
工商部门进行了举报，管城
区工商部门调查后认为情况
属实，依法对该苦荞茶生产
商作出行政处罚。
　　随即，尚庆风团队将该
苦荞茶生产商起诉至法院，
向该生产商索要 3倍赔偿。
该生产商进行了辩解。2016
年 12 月，法院作出判决，
判决该该苦荞茶生产商，退
还货款，并三倍赔偿。
　　但打假决不是空手套白
狼，也是需要投入的，其中
最大的投入就是购买假货。
据尚庆风透露，仅 2015 年、
2016 年，他的团队就先后投
入 500 多万元购买假货。为
了证实这一点，尚庆风特意
将记者带到位于丰台区新村
附近的一处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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