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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直播电商行业发展迅速，直播带货成为新型销售方式，直播电商虚假宣传问题日益严重和严峻，认识虚

假宣传中“引人误解”的核心地位，把握直播带货的发展趋势，通过对直播电商虚假宣传行为类型化的

研究，从而进一步思考对虚假宣传行为规制的必要性。目前，我国对直播电商虚假宣传行为的法律规制

并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通过对参与主体的分析及对《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

法》等相关法律规范的认识研究，提出对法律规范的完善以及加强监管体系，促进直播电商的稳定、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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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ive e-commerce sector has been evolving at a rapid pace. Live streaming for selling products 
has emerged as a novel sales approach. The issue of false promotion in live e-commerce has been 
increasingly serious and acute. Recognizing the core status of “misleading” in false promotion, 
grasp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live streaming selling, and conducting a typological study of false 
promotion behaviors in live e-commerce can facilitate further contemplation on the necessity of 
regulating such false promotion behaviors. Currently, China has not yet established a complete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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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for regulating false promotion behaviors in live e-commerce, and numerous problems 
persis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volved entities and the study of relevant legal norms such as 
the Anti-Unfair Competition Law and the Advertising Law, proposal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egal 
norms and the reinforcement of the supervision system can b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st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live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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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直播电商销售模式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互联网和线上经济的不断发展，直播带货逐渐成为目前大部分人的购物途径。在此情境下，经

营者在直播售卖商品时，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便出现了虚假宣传的行为，侵害了消费者和同类型合

法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及促进直播电商的长远健康发展，在此，本文从其基本

理念、虚假宣传类型、参与主体以及相关法律规制进行分析。2016 年，直播产业开始发展，在萌芽之

初，更多的网络直播者所倾向的是游戏直播和娱乐型直播，直至蘑菇街闯入大家的视线，蘑菇街是第

一个将直播引入电商平台的一个购物平台。在蘑菇街之后，淘宝等其它平台也逐渐将直播引入到商品

带货中，同时不断优化这一新业态。2019 年线下实体经济进一步受到冲击，线上经济迎来发展的新高

潮，直播电商的市场规模扩大，线上购买量上升。在此情形下，各个平台积极培养、引进明星或网红，

以此来带动流量、吸引粉丝。根据 iiMedia Research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在线直播用户规

模为 5.87 亿人，预计未来继续保持持续增长态势，2022 年用户规模将达到 6.6 亿人 1，预计到 2025 年

规模将达到 21,373 亿元。 
截止目前，随着 5G 网络的发展，也促进了直播电商行业更好的发展。在网络飞速发展的基础上，网

民规模不断扩大，为直播电商奠定了用户基础。根据 CNNIC 发布的《第 52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的数据显示，截止 2023 年 6 月我国网民规模为 10.79 亿，较 2022 年 12 月新增网民 1109 万，

互联网普及率达 76.4%。虽然近两年针对直播乱象进行了整顿，但直播电商的发展仍然很迅速。 
直播电商是指直播者通过网络的直播平台或者直播软件来推销相关产品，使受众了解产品的各项性

能，从而购买自己商品的交易行为。 

2. 直播电商虚假宣传行为的法律定性及其类型划分 

直播电商作为一种新型销售方式，与传统的线下销售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线下，消费者对于

购买的东西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知，对于商品的外观、质量以及用途和用法有更直观的感受，且商品

可以直接拿到手，不必通过物流或其他方式获取。而直播电商所具备的条件则会相对较多，模式通常为

主播在相关的直播带货平台进行直播讲解，使消费者了解商品的各项性能、质量以及用途等，购买到商

品后也需要通过物流等方式得到商品，中间会出现一定的时间差[1]。所以，虚假宣传行为也随之增多。

在此情形下，了解虚假宣传的定性及类型划分显得尤为重要。 

Open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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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虚假宣传的认定标准及直播电商虚假宣传的特点 

“虚假”一词的基本释义是指假的，不可能存在的或者是不真实的人或事。在这我们可理解为是指

与实际情况存在差别或不符合实际情况，完全相反或部分偏离“真实”标准的状态[1]。根据目前我国法

律的规定，“虚假宣传”的定义还不算特别的清楚明晰，反而比较宽泛，其特征为“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改变了以往对“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这类型的表述。从我国的立法层面来看，所选择确立的是“虚假”

和“引人误解”二选一的结构，但依然有部分学者认为两者应该合二为一，更重要的是好好把握住“引

人误解”这一本质属性。据研究认为，虚假宣传应该需要达到令人误解的程度，这里的误解认为是要以

大部分的人的认识去判断，对于一些明显就很夸大以致不能引起一般人误解的行为则不构成虚假宣传行

为。当然，有些即使字面表述比较真实，但能引起一般公众误解的仍认为是虚假宣传行为。例如，在生

活中所提到的“以德报怨”一词往往会忽略后面，并由此曲解了它的意思，完整的句子是“以德报怨，何

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完整的语句和单独的语句所呈现出来的意思并不一样，以致产生了一

定的误解。学者孔祥俊认为，法律只禁止引人误解的宣传，真实而引人误解的宣传应当禁止，而非引人

误解的虚假宣传，则留给市场去识别和解决。 
学者刘雅婷、李楠认为，事实上，立法机关的观点与学术界的观点是一致的。对法律规范进行了修

订，为“二选一”的结构，强调了“引人误解”的独立地位[2]。学术界所支持的“二合一”结构同样也

侧重“引人误解”，而非将“虚假”与“引人误解”同时作为前置标准去予以判断。虽然以“引人误解”

为根本标准已成为普遍共识，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脱离“虚假”的事实去追究“引人误解”，总有矫枉

过正之嫌。因此，对虚假宣传行为的认定更多地依赖“虚假”标准，削弱甚至忽略了“误导”标准。 
在认识虚假宣传的同时，也需要了解直播电商虚假宣传的特点。首先，对于直播电商虚假宣传行为

在现实中隐蔽性强且识别较为困难，在直播带货中，部分商家对于自身的宣传行为并不会明确表明是广

告，且广告信息和一些必要的商业信息可能会进行混杂，使其更难分辨[3]。其次，商家与消费者信息不

对称，在直播卖货时，消费者无法直接接触到商品本身，更多依靠主播的描述进行了解。最后，实时交

互信息难以保存，一场直播中可能出现很多个同类不同款的商品，主播也描述得较多，所以一些繁杂信

息就会难以捕捉，造成虚假违法信息难以采集。 
是以，本文所认为的“虚假宣传”也基于上述观点，包括“虚假”和“引人误解”观点的解读与应用

时的侧重。在实际应用时，商家对商品的描述达到了欺骗和误导消费者，则认为构成虚假宣传。且在目

前的大环境下，虚假宣传行为层出不穷，涉及到了多个领域。由虚假宣传行为所引发的问题不仅包括了

商家之间的竞争，其中更大的受害者为消费者，消费者通过各个渠道所购买的商品会与所期待的实际不

相符合。而商品在未被曝光之前，很难进行事前的规范引导，由此致使商家钻漏洞，出现更多虚假宣传

的问题。 

2.2. 直播电商虚假宣传行为的类型 

在直播电商的新型业态下，虚假宣传问题逐渐严重，其行为也类型化，总共归为以下几大类： 

2.2.1. 产品来源产地、制作成分的虚假宣传 
对于商品的“来源产地”、“制作成分”作出不实或模糊不清的陈述，使消费者因为其来源地和制作

所用成分去购买产品，但却与实际宣传不相符合，造成消费者的认知错误，这也是一种虚假宣传的行为

[4]。例如，杭州的一家日料店，它采用 Omakase 的模式进行经营，起因为顾客举报其在店内所消费的

18,760 元的酒水来自日本核辐射地区，并且酒没有中文标签。经查明，此店内所用酒由淘宝购入，且所

 

 

2参见百度. https://ms.mbd.baidu.com/r/UKIXADIQN2?f=cp&u=d1011bb05677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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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的“爱知县星鳗苗”、“长崎天然星鳗”其实是采购于青岛的海产品市场，而“北海道扇贝”是在杭

州的农贸市场进行采购的 2。此种对来源产地进行的虚假宣传，提高了消费者对产品的期待值，引发了不

实的判断。 
商品的来源进行宣传内容，主要是从地理上表现出产品的出处，对于一些大牌商品来说，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标的，因为对于大部分因为产地所产生消费欲望的消费者来说，就是需要所购买到的商品确实

来自于某产地，才值得其价格。当然，在此过程中，直播带货的主播如果在直播时因其自身原因造成消

费者认知错误，主播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2.2.2. 产品“质量”、“性能”本身的虚假宣传 
产品的“质量”、“性能”本身作出的误导性或不实的宣传，所包含的既可能为产品质量或性能达到

国家所要求的标准，但在直播宣传中却夸大了产品本身的“质量”和“性能”；也可以是产品的“质量”

和“性能”本就不达标。作为消费者，产品的质量、性能是非常受到关注的点，想购买到的产品质量达到

内心期待或者高出预期。穆雅斓被处罚案 3 中，处罚当事人穆雅斓在直播间和她的淘宝店铺进行国产非

特殊用途化妆品 D18 富勒烯密集修护眼部精华液的宣传，在宣传中表示，此化妆品有祛斑美白等特殊化

妆品的功效。在此类案件中，大部分的商家都是对自己的商品进行了一些本商品没有或者达不到的功效

来吸引消费者进行购买[5]。 
刘定策与杭州夜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件 4，在此判决书中法院认为，“假”意指

虚假描述，既包含以假充真，也包含以次充好。用宽泛的理解来说，一个商品并非只分为正品和假冒伪

劣商品，其中还包含了不同的品质等级，消费者所购买到的商品不一定是质量不达标的，也有可能是所

购买到的和商家所描述的等级不一致。例如，一件商品商家的描述为本同类产品中的质量和性能顶级，

但当消费者拿到手时经过专业的鉴定或其他方式得出和描述不一样的结果，那也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

虚假宣传。 
在直播带货中，主播进行物品推荐时，有一些会以很直观的视觉化展示给直播用户看其性能的各个

参数，但实际中也会出现消费者所拿到的产品跟直播间的产品外形完全相同，但性能参数却不一样的情

况[6]。例如，2022 年 11 月 14 日微博讨论的疯狂某带货主播再被打假人打假事件 5，该名主播直播间对

其展示的商品破壁机的功率描述为 300 W，但实际买到的功率只有 150 W。所以，即使以直观视觉去检

验了直播所售卖的产品，也依然有很多问题难以发现。 

2.2.3. 数据流量进行造假 
对于数据流量的造假，无非就是在让消费者感觉某产品的购买人数和好评人数特别多，营造出此产

品非常值得购买的一种错觉。在数据流量爆炸的时代，在直播电商得到良好发展的大环境下，直播间或

者购物平台的流量无疑成为了一种同类人购买同类型产品的一个标杆，大部分人更愿意去购买人数多、

好评量多的商家店铺进行购物。各个直播带货的商家更愿意去和一些有一定粉丝量的网红进行合作，带

动其粉丝进行消费，在粉丝量不够时，为了营造该直播间火爆的氛围，便会购买水军增加热度，由此吸

引不知情的消费者进行消费[7]。目前，直播数据流量进行造假所需要的成本并不高，有时甚至可以直接

通过后台进行数据的更改造假，水军更大的作用在于在直播间活跃说话，对产品进行一些提问和夸赞，

所以数据造假的现象也屡禁不止，越发泛滥。 
在实践中，会出现很多刷好评的水军，在一些聊天软件中，就会有有偿刷单的小广告出现，明码标

 

 

3穆雅斓被处罚案，杭余市监罚处[2020] 523 号。 
4参见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dAbLuUs5cipWZS1_gASpHg 
5参见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bqLd-9xsUf7XFVv1oHU0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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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一条评论需要多少字，然后给予相应的报酬[8]；还有一些通过好评返利的形式让你给予店铺好评，

这种方式在生活中较为常见，不管是外卖点餐还是平台购物基本都会出现，这样就造成一部分人只要所

获取的产品不算太差，即使没达到预期效果，也会给予好评。 
目前，除直播间的数据流量进行造假外，还有对商品本身的一些数据虚构及造假行为。南京动视科

技有限公司被处罚案 6 中，当事人在所举办的发布会上宣称“前后共验证了 2 万多例不同程度的近视远

视散光弱视老花人群，有效率高达 85%以上，尤其对于青少年近视的防控效果更在 95%以上”，但是，

经过调查发现，此产品在案发时并未上市，根本没有进行 2 万例的验证，所以其使用的调查结果的证明

材料是虚构的，进而所讲述的产品使用效果也是虚构的。对于数据及流量数据造假的行为，目前我国也

有较为完善的法律规定，以此来对这些行为进行约束。 

3. 对直播电商虚假宣传行为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随着直播电商市场规模的扩大，直播中虚假宣传的问题也不断涌现，这种情形不仅会扰乱经济秩序，

也造成社会诚信遭遇质疑，甚至违法犯罪。是以对直播电商虚假宣传进行相关的法律规制是非常有必要的。 

3.1. 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现实情况分析，在直播卖货的各个平台，无论是对产品本身的质量、性能等进行了虚假宣传，

还是外在的刷水军、流量造假等问题，最终受害者都是消费者，损害的也是消费者的利益。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我国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必须要遵守的规则，也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反

垄断法等一系列经济法的立法宗旨[9]。在直播电商的领域，消费者对产品的认识更多地来自于主播的讲

解及生活常识，对于更深层次的问题便无法进行准确的判断，例如商品质量、商品商标真伪、性能等是

否和主播所描述的一样。对直播电商虚假宣传行为进行规制，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消费者在交易中的各

项权益，使消费者的利益得以保障。在此过程中，若产品与描述相符，消费者自然会给予好评或向身边

的人推荐，商家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对直播电商中的虚假宣传行为有更明确的法律规制不仅

可以更好地保护消费者，也可以使商家的经营更加长久。 

3.2. 有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虚假宣传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不正当竞争对于经济秩序无疑是不利的。而保护市场经济秩

序是一以贯之的，各国始终坚持的市场经济原则和经济法领域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基本立法的目的和

宗旨[10]。经济秩序的有序运行，不仅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使商家的利益得以实现，使各方的利

益都得到最大化。 
在实例中，有的商家不仅会雇水军给自己刷好评，同时会雇水军对竞争对手的商品进行恶意差评，

故意贬低竞争对手，由此提高自己的商品销量，这也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竞争。

虚假宣传是将一种商品描述得与事实有一定差异，而商家也明显知道问题的存在，却依然进行此种行为，

造成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所以，必须对虚假宣传行为进行规制，减少甚至杜绝此种行为。且在市场的

竞争机制得以保障的前提下，才可以使市场循环中的各方主体权益得到更好的保障，促进社会的公共利

益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 

3.3. 有利于维护直播电商行业的信用体系 

“诚信”在电商行业被非常看重，促进诚信建设是电子商务行业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信用体系

 

 

6南京动视科技有限公司被处罚案，宁市监处字[2021] F0000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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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诚信秩序的一个有力保障[11]。同时，市场型社会信用体系也可以有效监管到直播电商行业的信用体系，

同时促进经济秩序的良性发展。 
根据目前的基本情况来看，规制虚假宣传的行为也可以维护直播电商的信用体系。诚信是在各个行

业都被视为不可或缺的一项原则，与直播电商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都含有诚实信用原则。如果信用体系崩塌，整个市场都会受到严重的冲击，

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遍布市场，便难以吸引消费者进行消费，进而令整个直播电商行业受到抵制[12]。总

的来说，对商家的虚假宣传行为进行规制，也是为了更好的规范完善直播电商行业信用体系，从根本出

发找出问题所在，使用更适合的方法解决问题，令整个行业可以得到健康的发展。 

4. 直播电商虚假宣传行为的参与主体及其法律责任 

随着直播带货产业的蓬勃发展，直播电商这条产业链的主体分工会相对细化，所以与此同时也需要

更加明确参与主体以及参与主体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4.1. 主播的身份及法律责任的认定 

目前，在直播电商所孕育的直播带货方式下，与传统的销售方式相比，主播属于新参与到交易双方

的一个主体。根据中国广告协会发布的《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第十九条规定：主播是指网络直播营

销互动中与用户直接进行交流互动的人员[13]。主播根据其主要直播的类型也分为几大类型，例如主要以

打游戏进行直播的称为游戏主播，还有唱歌主播、娱乐主播、哄睡主播等类型。而带货主播也就是专门

在直播中对其商品进行推荐，进行描述，吸引观看直播的用户进行购买。近几年，随着直播产业的发展，

直播带货的热度以及所获取的利益吸引了更多的人进行直播带货行业。带货主播也从最初的由较为专业

的主播转为只要流量达到、条件达到就可以进行直播，以此来售卖商品。造成的问题就是主播行业的主

播专业程度良莠不齐，素质水平同样得不到保障。 
不同的直播带货模式，主播的身份及所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也有一定的区别[14]。第一种，商家自己

带货，此种情况下既可以商家为主播，也可以由商家派出自己雇佣的员工为主播去推荐、介绍自家商品。

此时所涉及到的参与主体就包含商家或其员工和消费者，这种模式的直播在淘宝、拼多多等购物软件及

抖音、快手、小红书等短视频软件都可以看到，但是此种模式因为很少会有有粉丝基础的商家，所以其

关注度相对不高，更多是为了更直观地向消费者展示产品，由此吸引消费者。这种模式下，一旦商品出

现问题，会直接由商家承担责任，因为员工受雇于商家，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雇佣关系的相关

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二种是达人带

货，指的是商家邀请一些有粉丝基础，有一定流量的主播进行合作，签订协议，让这个主播在自己的直

播间对商家的产品进行推荐销售，会有专门的链接供用户去购买产品[15]。这类主播的身份是多样的，包

含专门的带货主播、网红、明星等，这类人的共同点在于有知名度、粉丝基数大，可以带动粉丝经济的

发展。在这样的模式下，主播对于想要合作的商家有选择的余地，对于产品的优劣也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对于产品怎么宣传可以选择如实陈述或者夸大陈述，与商家的利益点并不完全在一个点上。所以一旦商

品与描述不符，主播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至于承担的份额及范围，由具体的情况而定[16]。 

4.2. 商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商家作为直播带货中的销售者，对于所售卖的产品非常之了解，商家作为经营者，应对广告负有保

证其真实的义务，若出现虚假广告，商家应承担虚假广告的责任。商家进行虚假宣传行为，在侵害了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令其同行业的其他经营者的利益受损。在直播带货中，商家包含的是实际的销

售者和货物的提供者，但整个商家的供应链包括品牌商、工厂、原产地、经销商等，可以形成一种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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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在发生纠纷时，商家根据其所处的身份进行责任的承担。对于目前较为突出的产品质量虚假宣传问

题，产品以次充好、掩盖瑕疵、真中掺假、用不合格的产品充当合格产品、假冒伪劣等都可以认为是产

品的质量出现问题。这类问题的出现点在于，商家想要由更低的成本获取更大收益，同时一些主播更在

意的是商品的成交量及成交额以此打响自己的名气，最终使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也使消费者对同类

型商品失去信心。对于消费者受到的损害，商家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如果有假冒伪劣

行为，符合刑法“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构成要件，则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其他虚假宣传问题，

例如商家用“全网最低价”、“大折扣”等词去误导消费者，或所宣传的价格与实际购买价格不相符，还

有夸大商品的用途和性能吸引消费者，此类引发的纠纷，责任主体更多的是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17]。《网

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网络交易经营者不得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4.3. 直播平台的法律责任及监管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等法律规定，电子商务平台应发挥对网络运营商的

监督作用，在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将商家的真实信息披露给消费者，协助消费者进行维权。

在消费者维权的整个过程中，直播电商平台的介入明显可以使问题得到更快的解决。根据现实情况，在

淘宝、拼多多、抖音等直播带货平台，在商品出现问题，消费者申请退款或退换货时，若商家一直未给

予明确答复，那么平台会对此作出相应的措施，以此来节约消费者维权的时间，消费者的权益得到更好

的保障。 
直播带货平台介于商家和消费者之间，对于商家有监管的义务，对于商家的不正当行为的出现，应

当给予警示或作出其他的措施，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当平台没有尽到其监管责任，使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尤其是财产利益遭到侵害时，需要与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当规定的其他一些义务没有履行

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18]。 
同时，直播电商平台对于网络交易信息也有将其保存的义务，否则要承担行政责任。直播带货中人

们购买商品时，是一个很快的过程，在消费者这边通常也只有购买记录及发货、收货时间等，也不会刻

意的去留存，所以为了方便消费者进行维权，保护其权利不受侵害，《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对电商

平台的保存义务进行了规定。  

4.4. 消费者维权纠纷涉及的法律责任 

通过研究，对于消费者维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消费者解决不了时，其所处的直播平台应帮助消费

者去解决问题，当消费者对于某商品已经在平台发起投诉或其他诉求时，如果商家一直未出面解决，平

台应积极帮助消费者与商家沟通，或对商家作出一定的处理，这也是直播平台的义务，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三十八条都有相关规定。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

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在直播购物的情况下，消费者

无法直接接触到商品，在此情形下，经营者与消费者信息极其不对称，商家在对商品直播售卖时，更多

地描述了商品的好处，而掩盖了其负面情况，所以法律更倾向对消费者的保护[19]。消费者对商品或者其

服务具有安全保障权和知情权等基本权利，所以当权利受到损害时，对其提出的赔偿，所涉及的各方主

体也应根据其协议进行赔偿，多方主体的也可由一方主体先进行赔付，再去向其他主体追偿。消费者维

权不仅涉及到侵权责任、损害赔偿责任，在直播平台没有履行相关义务时，甚至涉及行政责任，在电子

商务法中也有相关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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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善直播电商虚假宣传行为法律规范的建议 

直播电商虚假宣传行为目前虽然在很多法律条文中都有体现，但虚假宣传行为依然在增多，通过研

究，提出以下建议。 

5.1. 完善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 

随着直播电商行业的不断发展，出现的案件纠纷也随之上涨，虽然关于虚假宣传行为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等法律条文中都有相关的规定，但在现实实践运用

时，却会出现竞合的情况。其中每个法规都有其自身调整的重点，所以其标准就会出现分歧，在标准不

一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对于消费者来说，并没有达到公平。并且随着互联网技术的

不断发展，有时根据现有条文对新兴出现的一些行为进行处理时，会出现没有具体的规制规定的情况，

因为法律是具有滞后性的[20]。在此情况下，更应该根据现实问题对现有法律作出相应的改变和解释，对

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修订和细化。使之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更好的对后出现的问题进行规定解释。

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水平、消费水平、法律认知度等情况存在差异，所以地方的立法机关和政府可以在

遵循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的适用原则下去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律，使地方存在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 
截止目前，行业规范缺少国家强制力，导致消费者在遇到纠纷时，仅利用行业规范无法妥善解决。

一般各个行业都有其行业协会，在行业内存在冲突时，行业协会应及时履行自己的职能，根据行业内制

定的规则和政策作出相应的处理。所以行业协会应发挥自己的作用建立整个行业的信用体系，以减少不

正当竞争的行为。针对直播乱象、直播带货所出现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对相关的行业规范进行整合，

使之更加完整，并在此基础上，与相关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法律规范结合，使行业规范更具有系统性和

整体性。 

5.2. 细分参与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 

直播电商中，参与主体不同于传统的购物模式主体，在传统的购物模式下，主体明确，但在直播带

货模式中，主体之间可能存在竞合的现象。在直播中，商家、主播的身份在不同的带货模式下，身份就

不一样，例如达人带货模式时，商家与主播的身份并未重叠，商家与主播是一种合作关系，但是若商家

自己带货，则商家既是广告经营者，也是广告代言人。所以在划分责任前，需要先明确各主体的身份。 
对于各个主体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在对责任进行划分时，应先认真分析主体之间存在的法律关系，

例如商家与主播身份未重叠时，商家与主播之间应是合作关系，在此时，商品出现问题可以由主播或商

家先进行赔付处理，在根据合同的约定进行责任的划分及追偿；身份重叠时，由商家自行进行赔偿。除

此之外，第三方交易平台作为介于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第三方，要履行好自己的监督义务，为消费者的

利益提供保障[21]。对各主体的义务及法律责任进行合理划分，可以更好的促进纠纷的快速解决。对于各

参与主体法律责任的划分，要秉持宽严相济的原则，既不能过轻达不到约束的作用，也不可以过重而影

响“直播带货”行业的发展。 

5.3. 加强对各个直播平台的监管 

目前，直播带货平台不仅包含淘宝、京东等购物平台，更多是在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甚至短

视频平台的风头已经盖过购物平台，因为短视频平台具有大量网红博主，具有粉丝流量，可以更好的进

行直播带货。直播平台作为第三方平台，各个平台应该进行信息的分享使用，有调查显示，一个主播在

违反其中一个平台的规范导致封号处理时，他可以在另外的平台重新开启直播，所以直播平台加强对自

身的监管是非常有必要的。有时直播平台在为了保证其使用、下载人数的情况下，也会对一些明显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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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带货中出现的虚假宣传行为或违规行为知晓却不管，不进行任何的处理，不仅平台对自身的监管不到

位，同时也放松了对商家、主播的监管[22]。所以，除了要求平台加强自身的监管，还需要相关的政府部

门介入，加强对直播平台的监管，督促平台完善自身的自律机制。 

5.4. 利用大数据技术加强监督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可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对基本的数据进行整合运用，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大

数据对直播电商中存在的虚假行为进行监管与处理。通过大数据技术，发现、跟踪、记录直播带货过程

中主播的行为，在事前利用大数据探查主播是否有前科问题，在事后通过直播视频的留存可以了解主播

的行为，若出现虚假宣传行为，也可以通过大数据留存证据，使其在处理时有据可依。还可以通过设置

敏感词、关键词来进行监测，及时发现违法行为。 
具体来说，通过大数据技术，不仅可以使证据得以留存，还可以令消费者对商品有更真实的感受，

减少刷单、刷量行为，得到更真实的用户评价。对直播视频进行留存，直播带货达到一定规模时必须开

通回放功能，所针对的是数据异常的直播间，且视频的留存时间有一定的期限限制。在实践中，要对信

息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分类整合，以便监管[23]。直播平台应配合政府监管部门进行信息的共享，以便相

关执法部门提高执法的效率。监管部门建立完整的大数据监督机制，可以在出现问题时，更高效地解决

并节约成本。 

6. 结语 

直播电商虚假宣传行为的日益严重，不仅会侵害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所

以，不管是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是维护经济秩序，都应该加强对直播虚假宣传行为的规制与约

束。研究其中存在的问题，厘清各主体的法律责任范围，通过相关的法律条文进行规制，同时加强监管，

才能更好地促进公平竞争，维护直播电商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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