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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在新媒体技术快速发展的环境下，直播带货以其独特的优势，已发展成为一种典型的电商经济

形式。与传统电商相比，这种“直播 + 电商”的新型销售模式具有内容丰富、互动性强、即时性快的特

点。但是，在其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如虚假宣传、责任认定不清晰、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因

此，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作为研究方法，分析电商直播中产生的问题及其原因，并提

出相应的管理建议，如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并优化监督和审查机制、提高电商直播的准入门槛、建立完善

选品和售后机制等，以促进我国电商直播行业的良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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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technology, live streaming 
has developed into a typical form of e-commerce economy with its unique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e-commerce, this new sales model of “live broadcast + e-commerce” has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rich content, strong interactivity and fast immediacy. However, while it is booming,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 false publicity, unclear identifica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uneve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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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fore, this paper takes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and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theory as 
research methods, analyzes the problems and causes in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ing,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management suggestions, such as improving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ptimizing the supervision and review mechanism, raising the entry threshold of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ing, and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product selection and after-sales mechanisms, so as 
to promote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mmerce live broadcas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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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的传播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速度和内容都

得到极大改善，电商经济也随之蓬勃发展[1]，电商直播已成为推动电商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优势。据中

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2]，截至 2023 年底，中国的网民数量达到 10.92 亿，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同年电商直播的市场份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 4.9 万亿元，可见电商直播这一购物形式越来越受到

欢迎。 
直播带货的快速发展与其自身的优势密不可分，与传统的电商相比，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其及时互通

性[3]，通过手机、电视、网络等直播形态，主播与消费者之间进行实时交互，把商品的体验传达到消费

者的手中，从而达到一种“沉浸式购物”的效果，进而推动交易的顺利进行[4]。 
但这种电商模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过度消费、带货主播素质不一[5]、虚假宣传等。因此本文从

现象背后的问题着手，利用经济学的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去解释其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此

提出建议。 

2. 电商直播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与信息不对称分析 

2.1.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主要探讨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管理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在这

种理论框架下，委托人因某些原因，如缺乏专业知识或时间限制，无法直接执行某些任务，于是将这些

任务委托给代理人。代理人则负责执行这些任务，并根据其表现获得报酬。理论的核心在于如何设计激

励机制和控制措施，以确保代理人行为符合委托人的期望，并达到预期目标。在电商直播的背景下，这

一理论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在电商直播模式中，主播扮演着代理人的角色，他们负责向消费者提供产

品信息、进行推荐和促销活动。而消费者则作为委托人，将信任和决策权交给主播，希望其能提供准确

的产品信息和有效的购买建议。 
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在电商直播中面临几个关键挑战。首先，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能导致消费者无法全

面了解产品质量，从而依赖主播提供的信息。主播的诚信和专业能力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和对

产品的满意度。其次，主播的激励机制必须设计合理，以确保其推荐的产品符合消费者的利益，而不是

仅仅追求个人的佣金收益。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要求主播在提供真实、准确的产品信息的同时，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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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透明的沟通和反馈机制，维护消费者的信任和满意度。 

2.2. 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即交易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同。在交易过程中，通常卖方拥

有更多的信息，卖方的专业知识使其能更好地了解产品的特性、质量、功能和价值等信息。买方相对于

卖方往往处于信息劣势，这种信息不对称的产生使得买方在购买决策中更加困难[6]，往往面临更多的风

险和不确定性，也更容易受到误导，卖方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可以借此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在电商直

播过程中，主播及其团队直接接触供应商，能获取更多关于产品的信息，消费者仅能通过商家展示的图

文信息以及主播直播时对产品的主观评价判断产品的优劣，买卖双方能获取到的产品信息并不对称。 

2.3. 信息不对称下的委托代理问题与激励监督机制的设计 

综合上述理论，信息不对称正是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先决条件。委托人在工作过程中并不能直接获

得与代理人对等的信息，因此委托人在关系中属于劣势方，而代理人可以通过这一优势来为自己谋取利

益，这将对委托人造成不利的影响。 
由于委托代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委托人必须设计一种有效的激励与监督机制，以降低代理问题，

使代理人的行为符合委托人的利益，从而使其在利益冲突、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约束代理人的行为，

从而激发其保护委托人的利益。 

3. 电商直播中产生的问题及其原因 

在电商直播过程中，作为主播的代理人和作为委托人的消费者获得信息不对等，因此产生以下的问

题。 

3.1. 主播通过虚假宣传诱导消费者购物 

电商直播是目前很流行的一种卖货方式。直播间所销售的商品种类非常多，从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

小商品到平时望而却步的大牌奢侈品等，但是价格基本上都是低于实体店，消费者被极低的商品折扣所

吸引，这是电商直播能带来消费经济的原因之一。但是消费者在被吸引进入直播间时，直播间通常会附

带许多带有及时性和随机性的附加服务，这类附加服务的监管并不严格。特别是一些小型直播间，虚假

夸大宣传商品的现象更为普遍，它们往往以很低的价格售卖与描述不符的商品[7]，而消费者往往投诉无

果。消费者对于所买商品的价值、品质等信息只能通过主播的描述来了解，并不正规的直播间主播往往

就会利用信息差来诱导消费者购物。 
在委托代理问题中双方均是理性人，都想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在实际的交易过程中，委托人期望

能得到真实而优质的产品，而代理人则希望获得更高的佣金，而牺牲对产品品控的严格要求，有时甚至

会为此而隐瞒商品的真实情况，并通过刷单等虚假宣传手段来提升产品销量进而促进消费。而牺牲对产

品品控的严格要求，在此基础上双方的利益发生了矛盾，消费者作为委托人无法得到作为代理人的主播

对于产品的真实描述信息，进而该代理行为可能损害了委托人的利益。 

3.2. 货物质量参差不齐且售后服务存在问题 

直播间的商品宣传都是为了吸引顾客眼球，从而使顾客愿意为之消费。销量越高，主播能获得的利

益就更多，其知名度也会随之提升，进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购物。主播为了获取更多的佣金，所代卖

的产品多而杂，质量也参差不齐，而电商平台对此也没有严格的监管机制。某些直播间甚至在消费者消

费后，还会出现商家回复不及时、不予受理甚至无法联系等现象，等到消费者发现被骗后往往难以维权，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411


姜卓颖 
 

 

DOI: 10.12677/ecl.2024.1341411 2422 电子商务评论 
 

有时更是因为觉得消费不多不值得较真而放弃维权。 
获取更多的佣金是主播的主要目的，因此其对供应商提供的产品品质要求不严格，多数主播也不会

进行专业的品质鉴定，最终产品的优劣只能依靠消费者的主观判断。某些不良主播在商品卖出后为了避

免退换货等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不积极服务消费者的合理诉求，甚至歪曲售后服务的内容范围，这些

问题皆源于主播的利益驱使、平台的产品质量监管不到位和产品售后服务的理赔机制存在缺陷。 

3.3. 对主播的监管体制和责任认定不清晰 

电商直播这一模式，许多主播利用过度宣传产品来从中谋取利益。一些主播和平台会通过伪造销量

和人气来吸引大量消费者，诱导其购买。消费者无法分辨这类带货直播间的销售数据和人气是否属实，

极易上当受骗。消费者在购买到虚假宣传的货物或需要维权时，相关的责任认定也不够清晰，无法彻底

定位主播、平台以及供应商的责任。 
在柏培文的四种不同类型的委托代理契约中[8]，主播与消费者间形成的契约可以看作一种关系契约

和一种社会契约。关系契约具有非正式的和反复博弈的特点，它的执行效率依赖于契约双方的信誉和未

来的关系。社会契约则是建立在当事人的社会伦理责任与义务之上。建立在伦理基础上的社会契约，意

味着存在信任和诚实。 
在直播平台上，消费者和主播之间不会存在正式协议。主播向消费者售卖产品，其口碑是消费者信

任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主播的诚信程度取决于道德约束，以及与平台的长期合作。既然非正规性的契约

无法对契约的履行和违约后的补偿有明确且有效的规定，那就需要完善第三方平台的监管体系或是法律

法规，减少直播行业从事者钻法律和监管漏洞这一现象，薇娅偷税漏税就是典型的钻漏洞行为[9]。 

4. 电商直播行业健康发展的完善建议 

电商直播以其互动性、娱乐性和沉浸性为一体的购物体验，使消费者在直播过程中通过与主播互动

问答的方式快速了解产品的性能，这一优势快速吸引大量的消费者参与其中。由于消费者与主播之间的

信息不对称性，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认知主要源于主播的主观评价，消费者期望主播为其提供产品的真实

信息，但主播获得的利润则与销售收入和销量挂钩，此时双方的利益冲突，就会出现委托代理的问题，

从而导致主播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事情。为了有效解决电商直播中基于委托代理和

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问题，需要从以下几点着手。 

4.1. 加强直播内容监管与真实性审查 

针对主播虚假宣传并诱导消费的现象，需要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并优化监督和审查机制，同时多方位

了解消费者的需求。 
加强法律法规的完善，可以打击虚假宣传行为。目前相关法律法规中对于电商直播中的广告宣传、

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方面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因此，国家应该完善有关的法律和法规，并加强对电商

直播的监督和审查。必须对商家和主播之间的具体责任进行细化和界定，以确保消费者在处理问题上有

法律依据。同时，市场监管机构也要加强对产品的品质控制，杜绝不符合标准的产品的产生。 
多方位了解消费者需求，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监管政策并提升消费者满意度。电商直播中销售额的

增长依赖于其直播间的影响力和信任度，商家可以通过直播这种一对多传递信息的方式有效地宣传产品

信息，信息访问销售额能得到显著增加，而消费者在这种高互动性、便捷性的信息获取环境中更易消费，

这是激发了消费者心中的从众心理。直播间的环境因素只是消费者购买该产品的原因之一，对于该产品

的需求性也是消费者愿意购买的原因。绝大多数消费者的购物都有目的性，在觉得真实需要时才会在直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411


姜卓颖 
 

 

DOI: 10.12677/ecl.2024.1341411 2423 电子商务评论 
 

播间下单，主播的任务就是将这种隐藏的消费欲望转化为实际的交易量。当消费者退出直播间远离了这

种信息获取氛围后，多数人会思考该商品是否有购买的需求。如果产品本身偏离消费者的需求性，退出

直播间后的退货行为也将成为普遍现象。因此商家和主播需要不断地挖掘消费者的实质需求，将这种需

求转化为真实的销售额，而不是仅仅靠虚假宣传还伪造销售数据。 

4.2. 提升商品质量控制与售后服务标准 

建立完善的品控和售后服务机制，有助于提高商品质量的控制标准，改善售后服务水平，以解决货

物质量参差不齐和售后问题。其一，政府以自身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搭建出第三方直播平台对市面上大

多数的产品进行监督和测评，从而避免了供应商和主播之间的不当交易，也鼓励广大消费者共同监督直

播。其二，需要实施严格的商品质量控制体系，要求所有在直播中销售的商品必须通过第三方质量检测，

并在直播中明确展示相关的质量认证标志，从而体现商品的正规性及质量保证，从而也可追溯商品源头

信息。其三，需要完善自身的售后服务体系，强化售后服务体系，确保消费者在购买后能够享受到便捷

的退换货服务和及时的客服响应。对于售后服务的响应时间和处理效率设定明确标准。在消费者需要售

后时，保证有问题的商品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维护消费者的正当利益。 

4.3. 推动主播持证上岗的实现并完善监管框架 

政府全方位推动主播持证上岗的实现，提高主播的入职门槛。通过对主播整体素质的考核，有助于

主播专业能力以及自身素质的提升，提高主播作为代理人的可信度[10]。2020 年 6 月，市监总局等部门

联合发布的《通知》中已经指出，“互联网营销师”这一职业包含但不限于“直播销售”这一工种，这表

明主播这一岗位应当持证上岗。电商经济的兴起依托于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商直播作为支柱产业

之一，对主播的需求会随着市场需求而不断地增长，因此对于主播职业技能的鉴定和考评更有利于行业

规范化的发展，提升电商行业的稳定性。对欺诈、误导消费者的主播，不仅要进行经济赔偿，还要向消

费者公开不良行为，情节严重的要取消其直播资格，提高直播带货的违法成本。在惩罚机制的监督下，

有助于主播对于行业规则的遵守，在直播的同时创造一个可靠、真实、可信赖的购物环境。 
此外还需要提升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当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出现问题时，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导致消费者很难确定具体的责任，使其维权变得更加困难。消费者应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知晓在直播购

物过程中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如何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维权。同时，提供便捷的投诉渠道和有效的纠纷解

决机制，降低消费者维权的成本和难度。因此消费者在观看直播的时候，要加强风险防范，选择具有经

营许可证的官方店铺直播间，同时要有留存证据的意识，通过截图、录像等方式保存证据，如发现问题，

应与商家沟通解决，或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更有助于直播监管水平的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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