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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

湖北省公安厅近日通报了一起公安部

督办的跨8省市特大“网络水军”非法经营

案，荆州警方抓获涉案人员13人，初步查清

涉案资金3000余万元。福建莆田警方侦破

的“网络水军”团伙犯罪案件中，查清炒作网

络舆情事件215起，关停非法网站100个。

据警方介绍，“网络水军”主要通过有

偿删帖和恶意发帖等谋取暴利，他们先与

客户谈好需要删除多少不利信息、在多少

个站点发布多少篇幅的负面信息等，然后

利用掌握的渠道资源进行删除或发布等。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水军”通过多种

手段达到删帖的目的。一是彻底删除。这

些帖文无法通过关键词搜索到，输入此前

的链接也无法再打开网页。二是屏蔽。对

搜索引擎快照进行删除，虽然帖文内容仍

然存在，但通过关键词搜不出来，如直接输

入链接还可以打开网页。三是替换。通过

技术手段对搜索引擎的部分快照进行更

改，使相关帖文的标题和快照内容变成完

全无关的内容。另外，有些“网络水军”发

布委托人的正面帖文，并利用流量点击、频

繁转发等手段使这些内容位于前端页面，

使相关负面信息“下沉”。

“发帖”是“网络水军”另一种牟利手

段。警方调查发现，一些公司为了商业竞

争，雇佣“网络水军”批量发布竞争对手的

负面信息。例如，厦门警方侦破的一起案

件中，“水军”多是利用资讯、问答、百科网

站或小视频软件等发布、推广负面文章，帮

助客户打击竞争对手。

提成

记者调查发现，雇佣“网络水军”的以

企业居多，目的是为了在激烈的商业竞争

中获胜，或是为了消除负面舆情。莆田市

公安局城厢分局网安大队民警苏锋介绍，

曾有企业在参与政府项目竞标过程中组织

“网络水军”，大量发帖恶意攻击，导致竞争

对手失败并损失逾百万元。

这些企业多数通过“公关公司”雇佣

“网络水军”。荆州警方先后查处4家涉案

“公关公司”，抓获犯罪嫌疑人11名。这4

家公司号称为客户提供网上舆情优化服

务，雇佣“网络水军”批量清理对客户不利

的网络信息。

据了解，“网络水军”在一段时间内舆

情控制一般收费几十万元。荆州查处的案

件中，有时一个项目收费多达100多万元。

“水军”接单后，会以委托企业的名义

向网站发函，申诉相关网帖不实或侵权，提

出如不删除将提起诉讼，一些网站为减少

麻烦就直接删帖。

此外，“水军”还会贿赂网站管理员、版

主、吧主等。办案民警介绍，有医院想删掉

网上负面信息，“水军”对接网站管理员“给

好处”删帖，“大网站删一条一般收两三千

元，小网站一般收四五百元”。

据了解，“水军”收益颇丰。有团伙规

定，成员月营业额超过10万元的可提成

25%，有的成员月提成最高达7万多元。

有的“水军”团伙还自建网站，掌握信

息发布、删除权。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刘

某炜，通过自建或帮助他人建设非法网站

等手段，违规集纳、采编发布负面信息，共

掌握控制“今日中国焦点”“民主法治网”

“华人法治”“质量中国网”等100个网站的

信息发布、删除权。

打击

多位办案民警认为，维护网络正常秩序

必须强化“全链条”治理，除打击“网络水军”

之外，对恶意雇佣“网络水军”发布虚假信息

的企业和个人，以及参与其中的“公关公司”、

网络管理员等，都要加大打击和惩处力度。

福建瀛坤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翼腾认

为，对于“网络水军”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等

行为，造成不利影响和后果的，根据侵权责

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

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等，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或

者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

供发布信息等服务，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

法进行处罚，达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

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规定程度的，根据不同的行为情节和

严重程度，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寻衅滋事

罪、敲诈勒索罪和其他刑事犯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等多

位专家建议，市场监管、网信、公安等部门

要形成监管合力，建立长效监管合作机制，

打造跨部门、跨地域的信息共享机制，形成

无缝对接、有机衔接的打击“网络水军”的

合作机制。

揭秘“网络水军”删帖“产业链”
新华社 梁建强 王成

搜索关键词明明看到文章却打不开，点击文章发现文不对题，污点不断的

新闻人物铺天盖地都是正面报道……这些蹊跷事的幕后推手就是传说的“网络

水军”。

湖北、福建等地警方近日相继破获“网络水军”团伙犯罪案件，揭开了“网络

水军”非法经营的手法和套路。记者调查发现，“网络水军”明码标价，通过删

帖、发帖，有的用几十万元就能“操控”舆情。

连续报道

本报记者 潘旭萍

22日，本报报道了温岭多个地方冒出来路不明的旧衣回收箱“绿房子”。

这些可疑“绿房子”究竟是谁放置的？回收的旧衣服又被拿去做什么了？本报

记者继续跟踪采访。

网上可定制回收箱

“旧衣回收已经形成一条产

业链了，各个环节都相对完善。”

李楠说，比如回收箱的定制，某

些购物平台、二手平台就能提

供，并不需要任何审批。

记者搜索发现，在一些购物

平台上可以定制旧衣回收箱、爱

心募捐箱等，一个箱子的价格在

400到700元之间。奇怪的是，

这些网店的交易量普遍不高，基

本为零。

那么，是真的卖不出去吗？

记者随机找了一家网店，以

求购的名义与店长对话。店长

称，在他们这里买箱子可以定

制，比如按需添加慈善总会、义

工团队等标志。“我们都是通过

线下交易，一年成交量上万个，

市场需求大着呢！”至于为何线

下交易，店长避而不谈，只是一

直提醒记者，如果要订货，就用

电话或微信联系。

那么，购买这样的箱子，需

要提供环保资质证明吗？“不

用！”店长说，“只要下单付钱就

行了。”

旧衣回收到底由哪些部门

审批、监管？记者了解到，早在

3年前，杭州就曾爆出过大熊猫

旧衣回收箱事件，杭州市商务

委、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等多

部门曾表态，要建立长效的监管

机制。3年过去了，机制是否建

立起来了？记者将继续追踪。

这些可疑“绿房子”从何而来？为了弄

清楚真相，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上一位

知情人。

李楠（化名），温岭人，在四川成都开了

一家颇具规模的资源回收型工厂，专门从

服装厂回收废布料，粉碎后重新制成工用

毛毡、工用手套等，这些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一年收益可观。

生意做得不错，李楠就想回乡拓展市

场，由于是试水性质，他并没有找服装厂，

而是想到了旧衣回收。“好几次见过有人将

旧衣服直接扔到垃圾箱，觉得旧衣回收量

应该不小，就想能不能以旧衣回收作为原

料来源，进货量好控制。”李楠告诉记者，为

此他到台州市民政局、垃圾分类办咨询了

设置回收箱相关事宜，可得到的答复都是

没有“旧衣回收”这个项目。随后，他从朋

友那得知，企业可以和慈善组织达成协议，

就能获得印制会标、投放捐赠箱的授权。

但对于合作这条路，李楠有些顾忌。

“我只想做资源回收，把衣服运到成都

粉碎就行，这样只需负担路费和租仓库的

费用。而如果跟慈善组织合作，就必须完

成捐赠这个环节，那消毒、分拣的设备、场

地谁来提供？”李楠说，如果慈善有需要，他

可以捐钱，但合作就算了。

由于无法审批，李楠放弃了投放旧衣

回收箱的念头。“如今街头出现的那些‘绿

房子’，一般是企业私下放置的。”他透露，

这些企业都是选择居民小区特别是地段好

的小区投放旧衣回收箱，量多的小区三四

天就得回收一次，少的半个月一次，一个月

下来一个箱子大概能回收0.5吨旧衣，数量

可观。

记者继续调查发现，投放旧衣回收箱

的企业主要有两种：一是将衣物回收后二

手转卖、出口他国的；一是粉碎成工业原料

进行资源再生的。其中，后者以环保企业、

资源回收型企业居多。

日前，记者联系上了杭州某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这家公司跟杭州萧山区慈善总会合

作，在小区内投放旧衣回收箱，回收的旧衣被

粉碎做成工业原料。该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浙江对环保的要求比较高，做这类项目

前，环保部门会全面审核企业设备、人力等资

质，一般的企业要通过并不容易，“一台旧衣

粉碎机要价上万，好点的甚至要十二三万，小

企业根本负担不起这样高的成本”。

“旧衣回收后再转卖，成本低、利润

高。”李楠说，这是旧衣回收后最主要的一

个去向。记者从中国旧衣服网上了解到，

一些企业回收旧衣服统货，简单来说，就是

从其他企业或个人手中采购旧衣服，然后

再转卖。一吨旧衣服可以卖到上千元，如

果出口到国外，价格更高。网上甚至有店

铺挂出“长期供应二手旧衣服”的招牌。“放

到那些可疑‘绿房子’里的旧衣，相当一部

分就是流向这些企业的。”李楠说。

箱子背后的主人

回收的衣服去哪了？

记者跟回收箱定制网店店主交流

爱心？生意？
有人把“绿房子”当作获取免费原料的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