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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中法律管制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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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金融学院　河北省保定市　071051

摘　要：在电商平台发展蓬勃的现在，我们可以注意到相关的法律问题依旧存在，本文通过多实例探讨，发现如虚假宣传，

商标侵权，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以及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情况愈发严重。通过研究这些法律问题背后所存在的原因，针对

消费者权益，法律监管，平台监管等三部分提出相关优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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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电商平台发展情况持续强劲，市场规模庞大且保

持增长态势。传统电商平台稳定运营同时，新兴平台也通过

短视频、直播等方式迅速崛起。新电商模式如直播电商、社

交电商等不断涌现，满足了消费者多元化需求。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全球数字化趋势的加速，

电商平台行业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崛起，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电商平台行业的竞争格局激烈，传统电商平台如天猫、京东

等依然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凭借其庞大的用户基础和完善的

生态系统，不断巩固和扩大市场份额。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由此不少厂商和电商平台出现投机取巧的状况，偷税漏税、

虚假宣传与不正当竞争、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消费者权益保

护不足、平台责任界定不清等现象在市场竞争中此起彼伏。

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电商平台的健康运营，更直接影响到消费

者权益的保护和电商市场秩序的稳定。

针对电商运营中的种种乱象，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法

律法规。2018 年 8 月 31 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

务法》，该法律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这也是我国电

商领域的第一部综合法律，它不仅从电子商务经营者、合同

的订立与履行方面进行了规定，还从电子商务争议解决、电

子商务促进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范。《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电商领域同样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

规定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种类和法律责任，为打击电商领域

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于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

规定》，也针对网络环境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分类提

炼梳理，明确了认定标准，并加大了对刷单炒信、好评返现

等热点问题的规制力度。

除此之外，各专业人士也对电商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发

表了一系列见解及建议，例如陈瑛瑛在《网络主播的税收征

管问题研究》中指出网络直播带货的兴起引发新问题且对传

统的税务监管方式增加了新困难、提出了新挑战，她提出要

实现对网络主播的税收监管应该从根源上控制主播偷税漏

税的问题。王文华也在《网红‘直播带货’的法律规制探析》

中指出网络直播带货行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原因，从原因

入手对各个监管主体提出相应的建议。

本文将针对直播带货等电商平台发展中的典型案例及

其法律问题和原因进行了深度解析，并提出一系列建议，以

期实现电商平台的持续绿色健康发展。

2. 网络直播带货中典型案例及其法律问题

网络直播带货作为新兴的电商形态，是推动消费者扩

容的重要力量，在带来巨大商业机遇的同时，也不乏引发了

一系列法律问题。

2.1  不正当竞争

2.1.1 虚假宣传

虚假宣传是网络直播带货中最常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具体表现为主播或商家在直播过程中夸大产品的功效、质量

或销量，甚至编造虚假信息来误导消费者。

如：三某羊虚假宣传月饼事件

2024 年中秋节前夕，“疯狂小杨哥”旗下各直播间热

推一款名为香港美诚品牌的月饼，宣传“香港美诚”出品。

小杨哥在直播间声称，“这款月饼是香港高端品牌，里面是

黑松露，还是米其林大师调制的”。然而，该品牌月饼被网

友发现产地在广州和佛山，其产地、质量等诸多细节陆续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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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质疑。天眼查显示，香港美诚月饼的品牌运营方为广州市

美诚食品有限公司。随后，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三只羊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进行

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

该事件中，三某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直播带货时，

对“香港美诚月饼”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认为该月饼

是香港的高端品牌，并夸大其质量和口感。然而，经多方核

实，该月饼的实际产地为广东，且并非香港品牌，因此构成

了虚假宣传。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破坏了

直播带货行业的声誉和秩序。

2.1.2 商标侵权

在网络直播带货中，商标侵权即商家销售未经授权的

品牌复制品或伪造商标的产品，侵害正品厂商的知识产权；

擅自使用其他品牌的商标、专利设计进行商品促销，误导消

费者。

直播带货中商标侵权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类行为不仅

侵害了原商标持有者的权益，也误导了消费者。常见的类型

包括：第一，商标近似模仿。设计上与知名品牌极度接近，

企图让消费者误认为是正品。第二，暗示关联营销。虽然没

有直接使用对方商标，但在语言表达中含糊其辞，给人留下

与某品牌合作或授权的错觉。第三，抄袭包装样式。整体视

觉效果雷同，足以造成识别混淆，即使改动微小也不改变本

质。以上行为既是对原品牌商声誉的盗取，又严重误导了消

费者，损害了他们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同时也破坏了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

如：赵某飞等人生产、销售假冒品牌浴霸案

2024 年 4 月，浙江慈溪公安机关根据走访权利人企业

发现线索，破获一起生产、销售假冒品牌浴霸案。犯罪嫌疑

人赵某飞等人大量购进浴霸裸机及零部件，非法印制假冒品

牌浴霸外包装纸箱、说明书，生产、组装为成品后利用电商

网店向外销售，涉案金额 1000 余万元。

该案件中赵某飞等人在未经品牌方授权的情况下，生

产并销售假冒品牌浴霸，并在产品包装和宣传中使用品牌商

标，符合《商标法》的相关规定，构成了商标侵权。这种行

为不仅侵犯了品牌方的商标权，也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1.3 商业诋毁

具体表现为直播带货中，一些主播或商家为了推销自

己的产品，可能会故意贬低竞争对手的产品或服务。这种行

为不仅损害了竞争对手的声誉，也误导了消费者，破坏了市

场的公平竞争秩序。

如：青岛带货主播诋毁辱骂他人案。

名为“青岛薛姐”的主播在直播带货时，经常编排另

一带货主播贾女士的家务事，污蔑其私生活混乱，并用污秽

词语进行辱骂。这些言论引发了直播间大量网友跟风辱骂，

对贾女士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严重干扰，导致其患上创伤后应

激障碍、混合性焦虑和抑郁障碍。经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检

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侮辱罪判处被告人薛某有期徒刑六个

月，并禁止其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或者假释之日起三年内

从事与网络直播有关的经营活动。

此案例中的诋毁辱骂行为不仅损害了贾女士的个人名

誉，还对其商业活动产生了负面影响，属于商业诋毁的一种

表现形式。

2.2  侵犯消费者权益

网络直播带货中，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主要内容体现在

多个方面，这些方面与直播带货的各个环节和参与者都密切

相关。本文主要从产品质量、消费者维权以及售后方面进行

案例展示并分析其背后的法律问题。

2.2.1 产品质量难保障

网络直播带货中，销售产品质量难保障的问题屡见不

鲜，总体来说是一个复杂而普遍的现象。

一些图书直播间使用“1 元 1 本书便宜卖了”、“图书

论斤卖”等低价标题吸引消费者。然而，消费者进入直播间

后，发现真正能以低价购得的图书种类有限，且多为短篇名

著、养生指南等，畅销书仍需原价购买。这些低价图书的质

量往往难以保障，有的书皮皱巴、字小、油墨味大、装帧差。

低价图书的产品质量安全得不到保障，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根据最新调查数据显示，超六成受访者遇到过直播间

商品质量问题。直播带货中，产品质量问题的重要性不容忽

视，它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权益、主播的信誉、平台的稳定

以及整个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

2.2.2 消费者维权难、售后服务难保障

苏州吴江区消保委汾湖分会接到黑龙江消费者陈某投

诉，称其通过某直播平台购买的卫浴柜存在质量问题，门无

法关闭且柜体开胶。消费者多次联系商家要求处理，但商家

拖延了近 2 个月未予处理。消费者要求直播平台介入，但维

权过程较为曲折，最终虽获得一定补偿，但维保承诺时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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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消费者体验感受挫。

在直播带货和电商平台购物中，消费者维权难、售后

服务难保障的问题较为突出。直播带货中，主播、商家、直

播平台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产生商品质量、发货迟延、退

换货等售后责任，主要应由商家承担。而对主播来说，主要

承担作为广告发布者和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自产自销

型”主播，是商品售后服务的直接责任人，要同时承担广告

发布者和经营者的责任。

3. 法律问题背后的原因

3.1  法律监管的滞后性

随着电商直播带货的快速发展，相关的法律监管体系

却未能及时跟上。传统的法律法规在面对这种新型商业模式

时，可能存在适用上的困难或空白，导致监管效果不佳。例

如，对于直播带货中的虚假宣传、夸大其词等问题，虽然《广

告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有所规定，但在实

际操作中，如何界定虚假宣传、如何追责等问题仍存在一定

的争议和困难。

3.2  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

直播带货中，消费者往往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地位，难

以充分了解商品的真实情况。同时，部分主播和商家为了追

求销量和利润，可能会采取虚假宣传、夸大其词等手段，误

导消费者。当消费者发现购买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或不符合

宣传时，维权过程往往复杂且困难。这背后体现了消费者权

益保护机制的不足，包括法律法规的不完善、维权渠道的不

畅通以及维权成本的高昂等。

3.3  平台监管责任的缺失

作为直播带货的重要载体，电商平台在监管方面也存

在一定的缺失。部分平台可能为了追求流量和利益，对主播

和商家的违规行为视而不见或监管不力。这导致了一些违法

违规行为得以在平台上滋生和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直播带货

中的法律问题。直播带货平台作为连接主播与消费者的桥

梁，在消费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部分平台在监管方面

存在明显不足。这些监管漏洞为不法商家和主播提供了可乘

之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相关法律规制的优化路径

4.1  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

面对消费者权益受到的破坏，相关部门及平台需要做

出以下措施：加强虚假宣传的监管：根据《广告法》和《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直播带货中的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合法、

清晰，主播应避免夸大宣传、虚假承诺。如果发现虚假宣传，

应追责直播平台、主播和商家三方。明确商品质量责任：商

家应确保直播销售的商品符合质量标准，对产品质量负责。

平台应加强对商家资质的审核，加强售后服务保障：商家应

在直播时明确售后政策，如退换货政策和售后服务联系方

式。平台应积极协调处理消费者投诉，确保消费者权益得到

保障。

4.2  针对法律监管滞后情况

法律监管滞后往往是因相关权利或条文不明确，应该

做出严格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明确合同条款：商家与主播应

当签订书面合同，明确责任和义务。例如，明确主播在直播

过程中应遵循的商品宣传规范、售后服务职责以及对消费者

投诉的处理程序。主播代言责任：主播在代言商品时应承担

一定的审慎义务，确保对所推荐商品有充分了解，避免因不

了解产品而误导消费者。平台应当要求主播提供对商品的了

解证明，商家则需提供相关资质和质量认证。建立明确的责

任链条：平台、商家和主播之间应明确责任划分。若消费者

因商品质量问题提出诉求，商家应承担产品质量责任，主播

则需负责提供真实的推荐信息，平台则应承担调解和协调责

任。

4.3  明确平台监管责任

针对上文中出现的种种情况，可以发现如果平台做出

措施可以防止大部分违规事件的发生。系列措施建议如下：

加强平台对商家和主播的资质审核：平台应加强对商家及主

播的背景调查和资质审核，确保其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例

如，平台应要求商家提供工商登记、产品质量认证等文件，

主播应具备一定的商业诚信记录和合法的广告代言资格。建

立平台责任机制：平台应明确自身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对直

播内容的监管责任。平台在发生虚假宣传或消费者投诉时，

应及时介入处理，确保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如果平

台未能履行监管责任，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加强

平台信息透明度：平台应在直播过程中公示商家的信息、产

品的具体描述及相关的资质认证，确保消费者能够做出知情

选择。在售后服务方面，平台应提供清晰的投诉和维权通道，

并确保商家履行其售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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