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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时代网络技术催生了各种B2C/C2C商务模式，但同时也带来诸多负面问题。其中直播带货作为当前

最热门的B2C/C2C商务模式，其带来的“虚假比价”问题已逐渐成为影响消费者心理、商家可信度、电

子商务稳定性的不利因素。从经济哲学的视角出发，系统探讨电子商务中“虚假比价”现象带来的各种

不利影响以及消费者心理变化，并从市场秩序、消费者教育与保护、商家责任意识和政策与法律法规等

方面提出综合解决路径，可以为维护数字市场秩序、促进各类B2C/C2C商务模式长远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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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era, network technology has given birth to various B2C/C2C business models, but it 
also brings many negative problems. Among them, as the most popular B2C/C2C business model at 
present, the problem of “false price comparison” brought by live stream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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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dverse factor affecting consumer psychology, business credibility and e-commerce st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philosoph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adverse ef-
fects brought by the phenomenon of “false price comparison” in e-commerce and the changes in 
consumer psychology, and puts forward comprehensive solu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market order, 
consumer education and protection, business responsibility consciousness, policies 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It can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order of digital market and promoting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various B2C/C2C business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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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商务部 2024 年发布的数据指出，2023 年我国全国网上零售额达到了 15.42 万亿元，其中网络直播销

售额达到了 4.9 万亿元，占比 31.78% [1]，同比增长 35.2%。网络直播销售已成为当前最具影响力的

B2C/C2C 商务模式。网络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深刻变革，网络购物特别是直播间购物已逐渐成为消费

者的购物首选，并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消费者心理。辩证地来看，网络直播市场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消

费者心理的变化。因而，有必要在消费者心理变化的条件下考量当前直播销售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梳理

这些问题存在的各种不利影响，并从如何维持市场秩序、建立消费者教育与保护措施、增强商家责任意

识和建立与完善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等多方面提出解决途径。本文从经济哲学的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了

“虚拟比价”问题的哲学内涵以及它所带来的市场失灵和信息对称性、消费者主权和市场伦理问题，分

析了消费者在面对“虚拟比价”问题时产生的各种心理现象，并就“虚拟比价”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提供

了可行性解决途径。 

2. 虚拟比价概念及其与数字市场和消费者心理的关系 

2.1. 虚拟比价概念及其内涵 

“虚拟比价”(False Price Comparison)也即“虚构被比较价格”(Fictitious Compared Price)，但在数字

经济背景下，“虚拟比价”相较于“虚构被比对价格”又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更深层次的不利影响。根

据“抖音电商学习中心”发布的《创作者“价格违规–虚构被比较价”实施细则》，虚构被比较价格是指

创作者(亦即主播、商家)在向消费者的宣传过程中使用虚假的商品价格与推销的商品进行对比。因而，虚

拟比价相较于虚构被比对价格有着“即时性”的特点，即在直播中完成价格的虚构、商品的对比行为。

在虚拟比价现象中，消费者往往受到创作者情绪感染，产生“占便宜心理”以至于盲目下单。在这一过

程中，权威心理、从众心理、沉锚效应等各种心理活动常常共同发挥着影响消费者决策的作用。这也成

为虚拟比价现象难以禁绝的关键因素，反过来也就是“虚拟比价”恰好利用了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容易

产生的各种心理活动，从而实现影响消费者决策、实现商家盈利的目的。因而，本质上来说虚拟比价其

实是当前电商环境下涉及伦理道德问题而难以受法律约束的欺诈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创作者”(主播、

商家)从思想、行为以及结果上都构成了针对消费者的欺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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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虚拟比价与市场伦理和消费者权益关系 

在传统电子商务模式中，消费者往往基于主观意愿能够在不同商家之间比对商品价格，从而做出合

乎理性的决策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消费者自身能够拥有透明的商品价格以及选择权，也有助于促

进了不同商家之间价格的合理竞争和市场的持续稳定。而在虚拟比价中，消费者往往难以真正掌握商品

价格的透明度，并且还容易受到创作者的鼓动而消费。在已知的大部分虚拟比价行为中，商家往往通过

“价格操纵”和“虚构被比较价格”的方式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产生错误的判断从而做出不合理的决

策行为，从而间接地使消费者失去了选择权。另一方面，虚拟比价现象还将消费者卷入市场公平性问题

中，使得消费者从原本公平的市场环境被动地卷入不公平的市场环境中，从而无法发挥市场监管效力，

并且也破坏了原有公平的价格竞争环境。 

2.3. 虚拟比价中消费者心理结构 

相较于传统的商务模式，虚拟比价现象中消费者的“价格感知”往往更加强烈。部分商家正是利用

了这一点，在宣传行为中加入虚假的商品价格信息从而误导消费者。在传统的商务模式中，消费者心理

涉及到价值感知、价格敏感度、品牌忠诚、决策风格、社会影响、锚定效应等方面，共同构成消费者的最

终决策的合理性因素。因此，在消费者决策中价格感知往往并不能直接构成消费者最终的决策。但在直

播带货中，虚拟比价现象在最大程度以及最短时间内影响了消费者的价格感知，使得其他心理活动成为

次要的决定性因素，从而使消费者产生盲目判断、做出不合理的决策。 

3. 经济哲学视域下虚拟比价现象与其存在的问题 

根据虚拟比价的概念及内涵和虚拟比价现象中消费者心理结构的分析可知，虚拟比价主要通过误导

消费者从而实现商家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原本具有的调节作用被削弱，消费者心理成为主导因

素。这其实根源于信息的不对称，同时也是消费者让渡自身权利以获取即时、快捷、高效的消费的结果。

因而，虚拟比价现象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还是一个伦理问题，涉及市场失灵、信

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消费者主权、法律监管以及社会信任等多个方面。 

3.1. 虚拟比价与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对称的关系问题 

在数字市场中，虚拟比价现象还暗含着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商家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自身

优势和影响力，并且利用了消费者心理结构的变化，使得原本不合理的价格变得合理以实现自身目的。

这类似于 George A. Akerlof 提出的柠檬市场(The Market for Lemons)理论，消费者的不知情状态使得“逆

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成为可能[3]。在虚拟比价中，消费者并不完全清楚面对的商品具有多少价值，

仅仅依靠商家的描述获取基础信息，这意味着消费者的行为是受商家的客观意愿的支配，而并非受消费

者自身的主观意愿支配。因而可以说，在虚拟比价现象中商家虚构被比较价格行为构成了虚拟比价的本

质特征，而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构成了虚拟比价现象的主要特征和实现机制。这也就意味着商家

向消费者提供的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在最大程度上对市场均衡产生了影响。 

3.2. 虚假比价现象蕴含的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 

Smith Bailey 和 Erik Brynjolfsson 在 2000 年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数字市场的特点是信息不对称，卖

家比买家拥有更多的产品信息，这可能导致虚假定价等欺骗性行为[4]。事实上，虚拟比价问题不仅关系

到市场失灵和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还关系到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相较于传统的市场模式，道德应

在数字市场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仅是网络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必然要求，也是信息不对称赋予商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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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正是数字市场中虚假定价等欺骗性做法的激增才引发了对信息时代企业责任的重大道德担忧。因

此，我们需要从一个技术与伦理的关系视角看待虚拟比价现象，这有助于明确数字市场中商家的道德责

任和消费者权利。正如 Hoffman Novak 指出的那样：“使用虚拟定价策略会削弱消费者对在线市场的信

任，而这对电子商务的长期成功至关重要。”[5]想要维持市场的长期稳定，就必须平衡技术与伦理的关

系，必须维护好消费者权利与市场伦理关系。 

3.3. 虚拟比价现象与消费者权利和市场伦理关系问题 

如果说消费者寻求的公平的市场信息需要商家的被动地给予，那便是对消费者权利的抹杀。在数字

市场背景下，商家需要主动地寻求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公开的市场定价，从自身道德出发维持公平的市场

秩序。正如著名经济哲学家 Adam Smith 表明的那样，我们期待的晚餐不应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

的仁慈，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6]。同样地如果在数字市场中公平成为了一种奢望，消费者权

利和市场伦理关系便成为一种空谈。 

4. 经济哲学视域下虚假比价现象的可行性对策 

虚拟比价现象揭示了信息不对称与市场失灵问题、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以及消费者权益与市场伦

理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消费者自身层面，而且还与数字市场秩序、消费者自身辨别力、商

家意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问题相关。 

4.1. 虚假比价对消费者决策行为的影响 

消费者在虚拟比价现象中易受虚构的对比价格的影响，这成为了消费者在虚拟比价现象中受损的最

主要原因[7]。通常而言，影响消费者决策的主要因素包含个体因素、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经济因素、

市场因素、情景因素以及技术因素等多方面因素。在数字市场中，消费者往往更多地受到来自于心理因

素、情景因素以及市场因素的影响。在虚拟比价中，商品价格往往决定着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价格的呈

现方式可以显著影响消费者的决策，而虚构的被对比价格往往能够将这一影响最大化。在诸多情景下，

消费者通过虚构的被比对价格认定其决策行为是正确的。然而，这实际上只是一种“可预见的非理性行

为”(Predictably Irrational)，即虚构的被比对价格操纵消费者的锚定效应，使消费者根据有偏见的参考点

做出决定[8]。 

4.2. 建立稳定的市场秩序 

虚拟比价作为当前数字经济，特别是直播带货模式中商家常用的价格手段，对市场秩序产生了破坏

性的影响。在虚拟比价背景下建立稳定的市场秩序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这包括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

和完善、提高监管力度、建立行业信用和自律体系、利用技术手段、提高行业透明度、建立举报机制以

及加强国际合作等方式。其中最首要的方式就是采取法律制裁、行业自律等多重市场监管策略[9]。这些

策略从侧面督促商家规范自身行为，维护好维护市场秩序。同时还应加强商家和消费者教育，这不仅可

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消费者受欺骗，而且还有助于商家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从而规范自身行为。与此

同时还要发挥好技术在其中的关键作用，平衡技术与伦理的关系。从法律与经济的关系而言，建立和完

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助于发挥法律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4.3. 加强消费者教育与保护措施 

Lusar 早在 2015 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指明了数字时代加强消费者教育的重要性[10]。通常情况下消费

者教育能使消费者驾驭复杂的市场并做出明智的决定[11]。在虚拟比价现象中，消费者的错误判断往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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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于其相应认识的缺乏，从而陷入商家给出的虚构的被比对价格陷阱中。Andrea Ghiselli 认为，教育可以

成为消费者在在线购物和虚拟市场的背景下具备识别和避免欺诈计划的技能的重要工具，有助于在虚拟

比价现象中防止商家的欺骗性营销行为。在虚拟比价背景下加强消费者教育和保护措施涉及诸多方面的

问题，这包括提高消费者素养、增强消费者对虚拟比价现象的认识、提供透明的信息以及鼓励消费者参

与和反馈。 

4.4. 增强商家责任意识 

从虚拟比价对消费者决策产生的诸多影响出发，增强商家责任意识在虚拟比价背景下就显得尤为重

要。严格的监管措施有助于商家主动寻求公平、透明、稳定的市场环境，同时也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应有

的权益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4.5 制定相应的政策与法规 

在虚拟比价的背景下，制定相应的政策与法规既要考虑到相关消费者的权利问题，也要考虑到市场

秩序和经济发展问题，还要考虑到商家自身的积极性问题。这首先就需要通过制定严格的数据保护法规，

以确保用户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不被侵犯，保证消费者不受欺骗。其次，需要通过相关法律法规提升在线

平台定价的透明度，促进公平竞争和市场秩序的稳定。最后还要搭建和完善相关监管和合作平台，以促

进行业对虚拟比价行为的持续的监管、评估和更新。 

5. 结语 

在当前网络技术和数字经济的浪潮中，虚拟比价现象已经成为了电子商务领域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不仅对消费者心理产生影响，而且还引发的市场失灵、信息不对称、技术与伦理的关系等问题，蕴含着

对消费者权益、市场伦理和法律监管的挑战。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电子商务模式的不断创新，虚

拟比价现象可能会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挑战，有必要持续关注这一领域的动态，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

和措施，以适应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同时，政府应加强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商家应提高自身的道

德标准和责任意识，消费者应提升自身的辨识能力和维权意识，社会各界则应加强对虚拟比价现象的监

督和研究。只有多方协同合作，才能有效遏制虚拟比价现象，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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