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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别人当“网拍模特”被
圈里称为“外宣”，大学生李
慧（化名）就是这样，“做模特
太麻烦，也挣不到钱，不如拉
人头来得快”。

她所在平台的入会费是
288元。每做成一单后，平
台抽走138元，剩下的给“外
宣”。这意味着，每拉一个人
进来，李慧能拿到 150元。
拉满10个人后，还可以退回
入会时交的288元。

李慧的办法是，每天定
时上“知乎”发宣传文章、回
私信，然后在朋友圈隔三差
五地发一些图片和招募广
告。

知乎，这个拥有2.2亿用
户的社交平台，如今也日益
成为网拍宣传的主要途径。

李慧的经验是，找一些
图片和文案，加点自己的感
受，“很快就能编一篇小作
文”。她发现这类文章比朋
友圈的广告更为有效，“不能
写得一看就很假”。

仅靠在知乎发的一篇小

文章，以及朋友圈定时发布
的招聘广告，李慧已经拉来
了9名女生，获得了1350元
的佣金。

对于上面提到的“网拍
模特”的工作，有些人开始提
出质疑：是否涉嫌违法违
规？其背后的“好评利益链”
是怎样的？

一般来说，传统的“空包
刷单”，指的是下单购买商
品、支付款项，但并无真实的
商品交易、物流信息，或者邮
寄空包，点击确认收货并评
价后，获得奖励报酬。而“网
拍模特”都是拍下商品、试穿
拍照、给出评价后，获得佣
金。

“事实上，这也是一种
刷单行为。”在天津行安律
师事务所穆紫云律师看来，
这一切都符合刷单的定义：

“经营网店的电商为了提高
网店等级以获取更大的经
营权限，或者增加所售商品
的声誉以扩大产品的销售
数量，便通过刷手的虚假购

买或评论，制造一种产品畅
销且服务良好的假象，并在
退还购物款项的同时支付
一定佣金。”

随着造成的影响越发恶
劣，刷单已经不只会受到行
政处罚，也可能触及刑事犯
罪。穆紫云介绍，组织人员
为网店刷单的行为违反国家
规定，结伙以营利为目的，明
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
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
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
的，将涉嫌非法经营罪。

而对于上述违反国家规
定、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刑
法规定：情节严重的，处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
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
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

穆紫云提醒年轻人，“切
莫为一时之利参与虚假刷
单！” （中青）

网拍模特在商场拍摄网拍模特在商场拍摄。。

“一部手机、一个微信、一个会网购的你，即可开

始兼职之旅”，被这句兼职招聘广告语吸引，天津职

业大学大一学生赵一涵（化名）觉得，“人在宿舍坐，

钱从天上来”的机会来了！

在交了298元会费成为一名“网拍模特”后，她

才发现，原来商家好评里的大量“买家秀”，竟然是刷

出来的。原来，这类所谓的“网拍模特”，其实干的是

“职业买家秀”的活儿，换句话说，她们都是假买家、

真刷单的“五星好评”生产者。而她真正入行后才发

现，“轻松挣钱”的梦想依旧遥不可及。

大学生“网模”刷单卖好评刷单卖好评，，靠谱吗靠谱吗？？
虚假好评背后隐现灰色利益链色利益链

赵一涵是从朋友口中
听说“网拍模特”这个职业
的。那时她刚入大学不久，
想挣点外快却又缺乏工作
经验。

“只要一支口红的钱，就
能圆每个女孩的模特梦。”朋
友的劝说让她动了心，她发
现身边一些爱打扮的大学生
也在当网拍模特，自己就想
去试试。

她向一个网拍模特兼职
平 台 提 交 了 自 己 的“ 模
卡”——包括照片、身高、体
重、淘气值等信息，通过审核
后交了入会费，被拉入了网
拍群。

简短的线上培训后，她
恍然大悟，原来会拍照只是
这份工作中的一个环节。首
先，她要从群里抢到适合自
己的单；然后，要想方设法绕
过网购平台的防刷单系统，
买下商品并附上完美的买家
秀照片，同时给好评；最后，
要保证完好无损地把商品寄
回商家。

然而要完成这个过程其
实并不简单。培训时她被告
知，为了防止被防刷单系统

“抓”住，一个账号不能接过
多的单，一般来说一周接两
单比较安全。也就是说，要
想多接单还需要找来不同身
份证，注册多个账号。

特别要注意的是，在拍
下商品前，模特必须要尽可
能多地在网购平台上检索商
品关键词，搜索同类商品，至
少要在4-5家店铺中假意
询问一番，这是为了让防刷
单系统认为，这个买家确实
在“货比三家”。

而评论时更有各种讲
究，例如不能出现“超级、喜
欢、推荐给了朋友”等词语，
因为这类评价容易被平台识
别并删除，甚至封号。

赵一涵没想到，自己认
为最轻松的拍照环节也麻烦
重重。按照规定，“网拍模
特”在报名并通过商家的审
核后，需要按照要求拍出令
其满意的照片。

“没想到他们要求这么
多！”为了让商家满意，按照

规定：一单必须交10张以上
照片，不可以拿实物图凑数，
正脸全身照至少3张，照片
不能使用马赛克等。赵一涵
得到的指令，要求拍照的地
点包括室内、室外，楼梯上、
台阶下，学校里、街道上，而
且要求姿势各不相同。为了
完成一单的评价，她从选择
场地到拍摄成片，再到最后
修图，常常要花掉一天的时
间。

“通常一单只能挣十几
二十块钱。”赵一涵苦笑道，

“如果商家不承担邮费，折算
下来只能拿到两三块钱。有
的商家还会指定寄顺丰，这
样我们几乎挣不到钱。”

即使这样，照片和文字
评论一起交付商家审核后，
倘若他们不满意就必须重新
拍摄，直到满意为止，“返工
是家常便饭”。

有时学业太忙或学校活
动集中的时候，赵一涵想把
单子先放一放，可商家就不
停地催，并拿出培训时的规
定提醒她：48个小时内出图
并寄回，超过一周商家可以
直接扣钱。

一次，赵一涵需要给一
件大衣刷好评。一番思索
后，她选择了宿舍楼道作为
拍摄地点。然而，商家看到
成片后，以“不够成熟”为由
将其退了回来。她又选定了
学校里的咖啡店，拍完后商
家又要求拍全身照，“当时天
已经黑了，我在校园里跑了
一下午，又不得不跑去教学
楼的休息处拍了好久，才勉
强过了关”。

赵一涵坦言，“有的商品
其实并不适合我”。商家往
往随机发，款式也不能挑选，
网拍模特只能想方设法让自
己穿得看起来很漂亮，“比如
衣服太宽松，就在看不到的
地方夹个夹子，然后好评
——很显瘦”。

前前后后忙活了一个
月，赵一涵发现，连自己当初
交的会费都没挣回来，“招聘
广告说能月入四位数，而我
们学生模特一般只有两位
数”。

记者调查发现，所谓的
网拍兼职平台，其实不过是
一头联系商家，一头搜罗网
拍模特的“草台班子”。一旦
商家和网拍模特出现纠纷，
只能自行协商解决。

刚刚从珠海某技术学院
毕业的刘婉（化名）已经和朋
友做了两年的网拍模特。这
期间，她见过数不胜数的纠
纷，大多是由模特和商家在
最后支付佣金时协商不一致
引起的。

“倘若商家对图片不满
意，就会拒绝支付或者减少
佣金。”刘婉介绍，“平台根本
不管，只能由我们自己去协
商。”

让刘婉印象最深的一次
纠纷发生在去年6月。她接
到了一单开价110元的瑜伽
服拍摄订单——这是她们很
少能见到的高价。商家要求
也很高，不仅需要分别在室
内和室外拍摄，而且还需要

做一些瑜伽姿势——比如飞
鸽式、手倒立后弯等。

好在刘婉有多年的练瑜
伽经历。她前前后后忙碌了
两天，总算按照要求提交了
效果图。万万没想到，商家
提出，“姿势不标准，背景没
有瑜伽的感觉，不能支付佣
金。”

“事先也拍过几张给他
看，他说可以，我们才继续拍
的，没想到他又反悔了。”刘
婉和朋友气不过，去找商家
理论。但商家一口咬定姿势
不标准，最多只能给一半的
佣金，再把那件瑜伽服给她
们，可那件瑜伽服一点也不
合身，根本穿不了。

没有办法，她们只能寄
希望于平台协商。但当她们
找到平台的客服时，得到的
回应却是：“这是你们和商家
之间的事，我们不干涉。”

几个月过去，朋友无意
中发现刘婉拍的那组瑜伽服

照片出现在另一家店铺的详
情页上。“当时脑子嗡的一声
感觉像炸了。”刘婉赶紧去联
系店铺客服，客服给出的说
法是：“图片具体来源不清
楚。”

“我只把照片传给过之
前发单的那家店铺，怎么会
流出去呢？”刘婉去找之前产
生纠纷的那间店铺，却发现
自己早已被删除好友。通过
购物平台联系，客服也杳无
音信。她只能自己去找商家
协商，经过一番折腾才撤掉
了自己的照片。

“有些商家会把一些买
家秀拿去卖掉。”在与其他网
拍模特交流后，刘婉渐渐发
现，部分商家专门从事倒卖
买家秀的“工作”，而平台表
示对此并不承担任何责任。

刘婉准备退出，想要回
入会费，平台回复：“如果想
拿回钱，就必须再拉5个网
拍模特进来。”

忙活一月，会费都没挣回来 出现纠纷，模特权益难保障

拉人挣钱，刷好评涉嫌违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