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4 章　 市场营销新发展

【导入案例】
 

阿里巴巴利用大数据打假

淘宝曾充斥着 100 元的“耐克鞋”、
 

1000 元的“爱马仕包”。 这样的淘宝货,
 

你敢不敢

买? 淘宝和天猫连续举办的“双十一”活动创造了销售奇迹,
 

让人们意识到电子商务的巨

大威力,
 

但阿里巴巴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扭转在用户心目中假货泛滥的形象。 2015 年,
 

阿

里巴巴安全部正式成立。 这个被称为“神盾局”的神秘部门到底是如何通过技术进行打假

的呢?
2015 年年底,

 

根据阿里巴巴提供的线索,
 

广州越秀区警方端掉两个团伙共 5 个运动服

假货窝点,
 

抓获犯罪嫌疑人 9 名。 案情回溯到 2014 年 6 月,
 

世界杯的火热带动了运动品牌

的热销,
 

各国家队球衣尤其畅销。 为防止假货泛滥,
 

阿里巴巴加大了对这些产品的筛查。
后台监控模型把每个商品的价格数据、

 

投诉数据、
 

商品描述数据纳入监控,
 

每分钟扫描一

遍。 其中,
 

有几家店铺的品牌球衣信息异常,
 

被系统识别为可疑。 阿里巴巴根据系统识别

的账号分别进入店铺审查,
 

发现这些商品的品牌描述含糊,
 

没有正面实物照片,
 

有些商标

被打上了马赛克。 为了彻底消除线下假货制造窝点,
 

阿里巴巴并没有对这些店铺进行简单

的封店操作,
 

而是锁定嫌疑人账号继续调查。 店主在阿里巴巴注册网店时会经过 18 道审

核,
 

包括店主手持身份证的照片,
 

这些信息都存储在阿里巴巴数据库中。 利用这些数据,
 

“神盾局”最终锁定了嫌疑人,
 

并确定了团伙位置和主犯身份。
阿里巴巴安全部首先将销售平台的商品信息、

 

商品图片录入并建立数据库(收集的各

类违规假货的图库达到百万级);
 

然后利用智能图像识别、
 

数据抓取与交叉分析等大数据

技术对销售平台上的商品进行实时监测(监测系统每天对数据库信息的调用次数达到亿

级),
 

通过识别图片中商品的品牌判断商品的真伪。 当发现异样商品信息时,
 

系统会展开

智能追踪,
 

从而将假货从 10 亿量级的在线商品中抓取出来。
阿里巴巴利用大数据打假有助于保障消费者权益,

 

改善阿里巴巴的公众形象。 阿里巴

巴近两年在消费者权益保障及打假上的投入已经超过 10 亿元。 阿里巴巴目前从事消费者

权益保障及打假工作的员工超过 2000 人,
 

“神盾局”肩负安全技术、
 

数据挖掘、
 

专案打击、
 

消费者保障、
 

投诉受理等数十项职能。 阿里巴巴安全部表示,
 

有可能根据数据库信息打造

全国线下假货分布及流通地图,
 

并对重点区域、
 

类目等信息进行注明。 阿里巴巴的打假与

卖家的售假仍在不断地博弈。 至于最终效果如何,
 

阿里巴巴还要继续接受消费者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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