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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宝子们，优惠券来了！”“家人们，好机

会千万不要错过，价格已经打到最低了！”

今年“双 11”电商购物节，35 岁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女青年刘宁霞，一有空就

点进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在卖力的吆喝

声中，作为主播口中的“家人”，她也不

停地“买买买”。

刘宁霞是一名银行金融产品经理，从

5 年前开始关注带货直播，“现在直播太

火了，不仅公众人物、企业家参与直播带

货，我家小区沿街经营的面馆和花店的年

轻个体户每天也在开直播、卖产品，真是

万物可直播，人人齐带货啊！”

今年 5月，2023中国网络表演 （直播

与短视频） 行业年会发布的《中国网络表

演（直播与短视频）行业发展报告（2022-
2023）》显示，我国网络直播账号超 1.5 亿

个，内容创作者账号超 10亿个。

这 5年，因为常看直播带货，刘宁霞

的网购方式发生了变化，以前是缺什么买

什么，现在经常跟着带货“网红”下单囤

货，“但这段时间，直播翻车的事故真不

少，带的货质量也参差不齐”。

花样百出的直播“剧本”

拥有 175 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

“劳士顿波哥”，是刘宁霞关注较早的一名

带货主播。

今年 10 月 15 日至 22 日凌晨，“劳士

顿波哥”直播销售零食时，还有低俗表

演，直播时段多集中在晚上 10 点以后，

最晚的一次低俗表演从夜里 2点 30分直播

到 3点 35分。

刘宁霞和一些网友予以谴责，“为了

流量什么都干得出来”“永久封禁，不给

任何机会”，并向平台管理方举报。平

台方 10 月 22 日上午对该博主作出“作

品优化提示”。目前，该博主的账号已

被设置为私密账号，网友无法查看其短

视频内容。

“网红直播带货最看重用户黏性和忠

诚度，眼看他的这些数据越来越高，转眼

就崩塌了。”刘宁霞感叹。

今年 9月中旬，四川警方通报了一起

案例。以“凉山曲布”“赵灵儿”“凉山孟

阳”“凉山阿泽”为代表的“网红”们，

在 MCN 机 构（多 频 道 网 络 Multiple-
Channel Network，即网红经纪公司或“网
红孵化器”——记者注）的孵化下，打着助

农旗号，通过摆拍虚假视频、打造“大凉

山原生态”人设，自称助销大凉山的土蜂

蜜等农特产。

有网友质疑他们是炒作，“赵灵儿”还

曾发视频回应：“我只是想记录乡村生活，

没有团队，没有资本和大公司的包装……”

“原来发这些短视频内容的尽头是直

播带货啊！”刘宁霞曾感动于“曲布”为

孝敬父母、摆脱贫困生活而试水直播带

货，买过其直播间的山核桃。得知这些都

是虚假摆拍，她有一种被欺骗的愤怒感，

“虚假助农，卖惨营销，属实可恶”。

抖音集团今年 9月 11日发布的 《2023
年第二季度安全治理透明度报告》 披露，

今年第二季度，发现并处置了 9000 个涉

及摆拍、卖惨、夸张凸显社会与家庭矛盾

等不实信息，或借助发布“助农”“助

老”“助残”“助困”等谋求商业变现的伪

公益账号及其内容。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对于践踏法律

红线的行为，公安机关将坚决依法严厉查

处。”在今年 9月 20日通报“系列网红直

播带货案”的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公安局有关负责人提醒说：

“自媒体不是随意收割流量的‘自留地’，

相关从业人员切勿造谣引流、非法牟利，

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希望广大网民积极举

报网络谣言违法犯罪线索，与警方一道共

同维护良好网络秩序。”

售假套路多 监管有盲区

“‘辛巴’账号被封了。”11 月 2 日，刘

宁霞发现，这名拥有 415.1万“粉丝”的

“网红”带货博主“违反了平台方相关规

定”，网友已无法查看其短视频内容，也

无法看到其带货店铺，“我并不觉得意

外，他以前就因为销售假燕窝，个人账号

被平台方封禁过。现在，短视频博主稍攒

点粉丝、有点人气，立马就开始带货了，

但有不少都在产品质量上翻了车，甚至有

些直接卖假货。”

最近刚入冬，陕西省咸阳市女青年郑

茜打算从短视频带货直播间买一些过冬的

衣服鞋子。她发现，有些粉丝数千或数万的

博主，用一些带货话术，将自己带货的运动

鞋称为“倒钩”，“这些鞋和某品牌运动鞋的

外形高度相似，简直‘傻傻分不清楚’”。

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郑茜看到一些

带货博主，对网友询价的评论，仅回复一

个“加微信私聊”的表情。

郑茜添加对方微信询价得知，雪地靴

100 多元至 400 多元、三合一冲锋衣不到

500 元、羽绒服 800 多元。卖家在微信朋

友圈发的服装鞋子样图，和一些品牌产品

的外观高度相似，“比如，羽绒服只是品

牌标志的字母间隔不同，普通消费者很难

看出差别。这些主播卖所谓高仿货，就是

知假售假。而且购买规则是‘只换不退、

换货邮费自理’。”

她意识到，这些主播之所以不在直播

间留言区直接回答网友问题，而是要求加

微信私聊，就是为了尽量避开监管。如果消

费者购买产品出现了问题，就只能自认倒

霉。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完全无法得到保障。

带货主播别沦为被流量
支配的“工具人”

10 多天前，一名有着 900 多万“粉

丝”的“网红”主播在直播时，披头散

发、表情狰狞，手中拿着印有某品牌标识

的产品。直播间还有一名女主播摆出“一

字马”的姿势，身后的牌子上写着“视觉

效果 请勿模仿”。

很多网友都留言表达了愤怒。一名网

友说：“这太低俗了，一点也不尊重女性。推

销美妆产品有必要用这样的视觉效果吗？”

被网友质疑后，这名主播道歉表示

“是我太 low （低级），对不起。”事实

上，这已不是她第一次因“口无遮拦”而

向网友道歉。

“动不动就道歉，一出问题就道歉了

事，等风头过了再犯不误。对这些打擦边

球的主播来说，违规成本也太低了。”安

徽淮北女青年周晓烨说。

在直播带货平台上，除了头部主播及

其带货团队，还有许多拥有数十万、十几万

或几万“粉丝”、在所在区域有一定网络传

播影响力的“网红”带货博主，不当言行也

常令网友直呼“不忍直视、给当地丢脸了”。

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的“【以

达之名】 宁夏海瑞”拥有 29.9 万“粉

丝”，长期带货销售百货商品，平台显示

其跟买人数 296 人、已售商品 306 件。今

年 8月，为提高直播热度、吸引粉丝、博

取流量，他在直播间与他人互骂、语言低

俗，被固原市原州区公安分局头营镇派出

所约谈。

2019 年以来，他因内容低俗、污言

烂语、恶搞丑化人物形象等违规事实，已

多次被当地公安网信部门约谈或封禁。

“对于多次出现问题、屡教不改的主

播，就应该有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比如，

纳入‘黑名单’或‘警示名单’，永久禁

言，不允许以更换账号或更换平台等形式

再度开播。”周晓烨认为。

“直播带货为年轻人开辟了就业新通

道，但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遵纪守法、营

造良好网络环境才是正道。”抖音集团工

作人员刘峰（化名）说。

刘峰参与直播内容监管的工作。在他

看来，直播带货平台是“网红”们的名利场，

也是风口浪尖之地。“就算‘粉丝群’再庞

大，也绝不能忘记直播带货的初心。”

他认为，实体店销售与线上带货的本

质并无不同，前者导购“一对一”向消费者

卖货；而后者面向“家人们”“一对多”带货，

其一举一动、言行举止被数万“粉丝”看在

眼里，“因此更要坚守初心、严于律己”。

刘峰说，平台方提倡带货主播及其团

队认真思考如何在有限的直播时间段，提

升自身销售技能，充分了解所销产品的性

能，加强品控甄选能力，为消费者推介物

美价廉的好产品，绝不提倡那些千奇百怪

的表演设计。“留住消费者是关键，但留

客要有道。”

关于新消费文化对青年消费者的影

响，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社

会学博士王斌指出，“这存在潜在风险。”

消费新圈层、新物种和新场景的加快融

合，不可避免地催生了新的市场监管漏

洞。王斌建议，亟须下大力气严管“种

草”平台，依法惩处诱导借贷购物、冲动

消费、高价接盘的失德博主。要着力提升

青少年数字素养，利用相关课程、讲座、

拓展活动，以贴近消费者日常生活的案

例，揭开平台的隐蔽算法、盈利模式、诱

导话术、成瘾机制等“黑箱”，填补互联

网知识空缺。

宁夏“小镇女青年”王倩是直播购物

的爱好者，她希望，带货主播能够帮助消

费者筛选出好的产品，坚决抵制违背公序

良俗和主流价值观的语言和行为。“我们

拒绝沦为被流量操纵的‘韭菜’，也希望

‘网红’带货主播别沦为被流量支配的

‘工具人’。”

网红直播间都有哪些“圈钱”剧本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敏龙

今年“双 11”电商购物节，家在宁

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的“小镇女青年”王

倩，已连续两天晚上守候在短视频平台的

一家女装带货直播间，领优惠劵、观看模

特展示、发评论询问注意事项，最终下单

了一件品牌的羊绒大衣。

王倩追求精致时尚的妆造，对于这次

“收获”，她很满意，“现在从直播间买货

太方便了，这些女装品牌只在一线城市有

实体店，现在足不出户就能买到。”

38 岁的王逸凡是广东韶关的一名企

业“白领”。每天他忙完一天的工作，晚

上要和妻子轮流给孩子辅导作业、做家

务。“现在的生活就是上有老下有小，个

人专属时间慢慢被挤占完了。”

王逸凡从 4年前开始关注短视频平台

的直播带货。他看到，主播带货卖大米

时，从三餐四季、纸短情长讲到大江大

河、人间烟火；卖牛排时，从牛排的形

容 词 “ 多 汁 ” 的 英 语 “ juicy”， 讲 到

“调料为什么叫 seasonings”；讲“霍去病

封狼居胥”的历史故事，也讲“头顶的

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千山鸟飞绝，万径

人踪灭”……

“看这样的直播带货，总有信息增

量。这些知识内容的分享触动了我，我的

思想‘味蕾’被打开了。”此后，王逸凡

几乎每晚都看短视频平台的直播带货，

“不单纯为了消费，我还获得了精神上的

陪伴”。

“北漂”青年王海清的老家在甘肃庆

阳。夜晚，他喜欢躺在出租屋里刷一刷老

家“网红”主播的直播，听一听他们的乡音、

一解乡愁，“看到全国各地网友下单购买家

乡的苹果、杏干、葵花籽等农特产，我内心

有一种自豪感，也会跟着下单。”

王海清关注了不少老家的“草根网

红”主播。一名开面馆的年轻人连续三四

年、日复一日举着手机直播推介 9.9元的

团购面食，他通过分享自己的创业经验，

逐渐吸引了不少周边县 （区） 同样想开面

馆的人，前来付费学习面食做法。

也有返乡青年以“即兴去陌生人家里

攀亲戚”为主题，走访了很多农村留守老

人家庭，联合热心网友帮助了一些经济困

难的老人。王海清观察到，这名博主与走

访的老人临别时，赠送的礼物都是当地的

特产南瓜。

王海清说，乡村天地广阔，年轻人大

有可为，助力乡村振兴，直播带“山

货”是重要途径之一。只希望带货主播

能怀着真心推选出好货，不要被利益蒙

蔽了双眼。

王倩期待下单的羊绒大衣快点到货。

“这几天还打算从直播间入手一些品牌的

保暖衣物，送给父母。”她说，作为消费

者，点击观看带货直播间，最理想的状态

就是听主播娓娓道来、详细介绍产品的各

种性能和优缺点，让更多的好产品有了被

消费者看到和购买的机会，也让更多“小

镇青年”能够足不出户买到各种优质品

牌。“直播带货应该发挥出它的真正价

值，成为一种连接消费者与商品、生产与

消费、城市与乡村的桥梁。”

直播带货应该发挥真正价值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晓 刘胤衡
记者 崔丽

11月 7日，在某电商平台直播间，主

播在销售商品时声称所销售的护肤品

“760 元的价格，只有 1000 单，拍完就没

有了。”不到 1 分钟后，主播激动地说，

“还有最后 100 单”，营造出一种销量秒

杀、尽快抢单的氛围。然而，在直播结束

后点进商品链接可以看到，该套护肤品

已销售 2000多单，价格一直是 760元。

多位业内人士称，电商主播的话术

都是有套路的。某文化公司 MCN 负责

人吴秋瑶透露说，所谓“9 块 9 限量 50
单”“19 块 9 限时 1 秒钟”的推销，实则

是经过培训的话术，这些骗互动、骗流

量、骗用户、骗消费的“剧本直播”、特

定人设的直播套路，严重侵害了消费者

的知情权。

近年来，直播购物已成为消费者购

物的重要方式之一。近日，“双 11”大

促上演，在各大电商平台上，直播带货

成为最热门的营销方式，直播间专属、

限量秒杀等促销活动令消费者眼花缭

乱。诚然，直播带货能帮助商家在短时

间内吸引粉丝、增加流量，提高品牌的

销售额和知名度。但与直播带货有关的

行业乱象也层出不穷，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上海市松江区法院法官谢铭指出，

直播间带货是一种新颖、便利的网络营

销业态，主播如桥梁般连接起商家与不

特定的潜在客户，同时也造就了更多销

售层级与信息差。他指出，网络直播带

货同样适用广告法、电子商务法、产品

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

规定。如果存在虚假宣传等消费欺诈行

为，销售方可能要承担退一赔三等惩罚

性法律责任，故参与各方均应守法合

规，谨慎对待直播带货行为。

中 国 消 费 者 协 会 发 布 的 《2022 年

“ 双 11” 消 费 维 权 舆 情 分 析 报 告》 显

示，直播销售乱象成为消费者维权焦点

之一。今年 4 月 24 日，北京阳光消费大

数据研究院联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消费

者保护法研究中心、消费者网等机构发

布的 《直播带货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

告》 显示，2022 年直播带货消费维权舆

情主要反映了产品质量、虚假宣传、不

文明带货、价格误导、发货、退换货、

销售违禁商品以及诱导场外交易等 8 方

面问题。其中产品质量和虚假宣传仍是

直播带货的主要问题，有关产品质量问

题的维权位居首位。

进入多家电商平台直播间可以看

到，很多鞋帽服饰、食品等商品没有产

地及生产合格证。一些商家主播使用例

如“一抹就能白”“三天就见效”等话

术，过分夸大商品功效。在价格方面，

很多商品所谓的直播间专属价格和平时

的活动价基本保持一致。谢铭提示说，

“由于主播水准、与货主关系、对货品了

解程度不一，在直播间从心动到行动之

间，建议要求销售客服全面披露产品信

息、货主名称、地址等信息。”

《2020 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研究报

告》 指出，直播电商平均退货率为 30%-
50%，远高于传统电商退货率的 10%-
15%。黄明经营一家女装网店，据他了

解，“一些电商直播售出的服装，退货率

甚至高达 70%。”而消费者在主播们营造

的“限量销售、不买就亏”的气氛中，易

于冲动消费，当购买后反悔、以商家 7天
无理由退货为由选择退货时，双方常常就

是否符合退货条件、货品是否相符、运输

费用等产生争议。

虚假刷单等行为同样有可能损害消费

者权益。

数百台手机排列成一排排方阵，屏幕

中闪烁着各色电商直播的画面。在一款

“群控软件”的统一发号施令下，百台手

机就能齐刷刷地对直播间进行“点评赞”

等操作，这是一群专门提供虚假好评的

“网络水军”。

抖音电商后台工作人员发现了这些异

常数据，迅速做出了相应处置并将相关线

索移交给警方。近日，山东平邑警方打掉

了 10 个“网络水军”涉嫌犯罪团伙，以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非法经营罪立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 12人，起获 140余台服务

器，相关团伙涉案金额达 500余万元。平

邑警方表示，这些网络水军使用群控软件

控制大量机器人账号，在视频、直播、电

商等服务下刷量、控评，不仅编造虚假信

息、收割流量，危害网络生态，而且损害

消费者权益。

如何对直播行业乱象进行有效把控、

监管，平台责任首当其冲。

抖音电商相关负责人表示，平台持续

升级迭代治理模型和技术手段，密切关注

直播过程中用户的评论互动，一旦发现主

播违规行为，将实时发出提醒警示，对未

及时整改或严重违规行为，会执行直播中

断、主播追加扣分、取消电商带货资格等

处罚措施。平台管控的违规行为，既包括

违法乱纪、不良导向等社交平台常见的违

规行为，也包括电商业务模式下特有的虚

假宣传、违规营销等影响用户购物体验的

行为。

10 月 30 日，浙江省杭州市司法局发

布 《直播电商产业合规指引 （征求意见

稿）》，其中合规指引包括主体合规、直

播账号合规、商品及服务合规、直播营销

合规等方面内容。

针对网络直播带货乱象，合规指引中

均有涉及的规范性条款。如第二章“直播

电商从业者”的合规规定里，除了要取得

行政许可和备案，直播从业者不得要求商

家签订“最低价协议”，或采取其他排

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议或协同行为；

此外，关于价格合法的内容，提示直播电

商从业者不得通过低价倾销、价格串通、

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方式滥用自主定价

权。合规指引中还对依法纳税、谨慎对待

代言人责任、个人信息保护、消费者权益

保护等方面做了明确。

西南财经大学刘蓉教授认为，直播电

商既要通过遵守合规规定来保障业务发

展，也要通过业务发展来提高合规水平，

不断实现自身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专业

化。因此，直播电商在经营活动中必须把

合规作为一项基本要求和核心价值观，不

断提高合规水平，为可持续发展打造良好

的基础。

人为控评、话术预设、流量收割 小心“双11”直播间购物套路你

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黄庄镇南韩村活跃着一

支由10余名乡村老人组成的“银发直播团”，他们借

助网络平台推介农产品，助力家乡农特产品“出村

进城”。图为村民在直播间包装当地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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