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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电子商务的发展和电商模式的不断创新，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也有不法分子以电商模式创新为借

口，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实施网络传销犯罪。本文以BMC电商模式(企业、中间监管者、消费者的简称)为
引，明确电商模式创新和电商式网络传销行为各自的特点，从而界定电商模式创新与电商式网络传销行

为的界限，并分析目前电商式网络传销犯罪的法律规制中存在的问题，也即隐蔽性强难以识别，执法体

制规定不合理，侦查取证方面存在的困境等，对此针对性地提出提升公众识别能力与完善监管体系、规

范行政执法、优化侦查取证等一系列完善建议，以期遏制电商式网络传销行为，在不打击市场主体创新

电商模式积极性的基础上打击网络传销行为，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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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and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of e-commerce mode have pro-
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but there are also criminals who take the innovation of 
e-commerce mode as an excuse to carry out the crime of online pyramid selling through the e-com-
merce platform, and have stronger harm than the traditional pyramid selling crime. This paper fo-
cuses on BMC e-commerce model (short for enterprises, intermediate regulators and consumers), 
and clarifi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mmerce model innovation and e-commerce online pyramid 
selling behavior, to define the boundary between e-commerce model innovation and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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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pyramid selling behavior, and analyz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e-
commerce network pyramid selling crime, that is, it is highly hidden and difficult to identify; the law 
enforcement system is unreasonable and dilemma existing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
tion. In this regard, a series of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such as improving the public identifica-
tion ability, improving the supervision system, standardizing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and 
optimizing investigation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in order to curb the e-commerce type online pyr-
amid selling behavior. On the basis of not cracking down on the enthusiasm of market entities to 
innovate e-commerce models, cracking down on online pyramid selling, we will ensur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bility and the safety of people’s prope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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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联网和大数据的不断发展，丰富了交流和交易的途径，人们逐渐通过网上交易的方式实现购物需

求，电子商务得到发展，并在许多领域逐步取代实体经济的地位。不少市场主体抓住这一机遇，通过对

电子商务的模式进行创新在相应市场上占据一定的份额，但是，部分人不顾法律的约束，利用电子商务

平台实施网络传销行为，给社会稳定和大量消费者的财产造成巨大的威胁。且通常将网络传销行为与电

子商务的模式创新进行混淆，欺骗消费者，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安全。太平洋直购案 1 是一个典型的利用电

子商务进行网络传销的案例，行为人通过提出“BMC”模式(代表着企业、媒介、消费者)，吸引大量群众

缴纳保证金加入其中并层层发展下线，以从中非法获利。据统计，截至案发，江西精彩生活公司已发展

12.15 万渠道商、676.76 万注册会员，收取 37.98 亿元保证金，为何在规模庞大后才规制？且为何公安局

在 2011 年立案后撤销案件，后又重新立案，最终法院判决其组织、领导传销罪？目前电商式网络传销的

相关标准并未统一，制度尚不完善，因此有必要对电商模式创新和电商式网络传销进行研究，明确二者

界限并探究如何对电商式网络传销行为进行规制。 

2. 电商式网络传销犯罪的特点——以太平洋直购案为例 

传销起源于美国“庞氏骗局”，发起者庞兹编造谎言，以高额回报作为诱饵，鼓励人们向他投资，购

买德国和法国的某种票据转手卖给美国以赚取高额差价。在第一批投资的人得到回报后，越来越多的人

向他投资，造成大批市民经济的损失和社会的混乱，而实际上他并未实现承诺，前期投资者的利润都来

自于后来者的投资，以虚构事实制造一个拆东墙补西墙的金融骗局[1]。90 年代传销传入中国，随着社会

进步不断演变，导致悲剧频发。互联网的兴起让网络传销利用电子商务平台，通过混淆与网络直销的概

念，或者假借电子商务创新的名义，利用网络快速敛财，太平洋直购案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2.1. 太平洋直购案概览 

2.1.1. 案情简介 
2007 年 7 月，江西精彩生活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成立。2008 年 12 月，江西精彩公司创办太平洋直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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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赣刑二终字第 63 号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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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站，在网站上出售商品。随后推出“BMC”模式(企业、媒介、消费者的英文缩写)，设计出以 PV
为计量单位的会员消费积分返利制度。2009 年 5 月至 8 月，先后设立太平洋直购官方网中国华东、华北、

华南地区营运中心。 
为吸引人员参加，太平洋直购官方网设立多种会员制度，享有不同等级的返利比例。会员加入规则

为：除了普通会员之外，其他会员均需要消费获得一定量的 pv 消费积分或者缴纳保证金才能获得，且消

费越高或缴纳保证金越多，会员等级越高，返利比例也越高。在太平洋直购官方网站购买商品，可以获

得以 pv 为单位的消费积分，1 pv = 7 元人民币。但是经鉴定，绝大多数人选择缴纳保证金，并通过发展

下线的方式来快速返还保证金和获得返利。 
江西精彩公司因为收入很少，需要发放的返利又很多，导致江西精彩公司巨额亏损。为防止资金链

断裂，江西精彩公司使用交纳的保证金来发放返利，导致保证金巨额亏空。经鉴定：截至 2012 年 4 月 9
日，江西精彩公司累计毛利收入约 1.74 亿元，累计费用支出约 15.51 亿元，累计亏损约 13.77 亿元。 

2013 年至 2014 年，法院分别作出一二审裁判，判决江西精彩公司负责人及主要经营管理者触犯组

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2.1.2. 案例分析 
在太平洋直购网站购物积累消费积分 pv，每 100 pv 获得 700 元人民币的返利，也即将部分商品的利

润部分让渡给消费者，此时只是对电子商务的合法使用。但当推出保证金返还制度之后，pv 消费积分获

得了另外一层属性，也即未来返还型的利润，消费者通过缴纳保证金预定 pv 积分获得加入资格，通过发

展新人加入比花钱在太平洋网站上消费能更快获得返利和退还保证金，因此引诱参与者大肆发展新人并

组成了一系列的上下线关系从而具备了层级性。这种以返利为目的不加节制地给出预定 pv 积分的方式无

疑会带来巨大的隐患，在没有发生实际消费的情况下，上一层级所获得返利来源于后加入者所缴纳的保

证金，这种恶性循环下会形成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对社会安全带来潜藏的隐患[2]。从法院查明的事实

可以看出，江西精彩公司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为防止资金链断裂，用新成员的保证金来支付返利，形

成传销式资金链，存在骗取财物的情况，符合传销的构成。 

2.2. 电商式网络传销犯罪的特点 

2.2.1. 犯罪技术的高超性 
电子商务是新兴产业，犯罪分子利用电子商务创新模式的借口，将其传销行为伪装成符合电子商务

方面的国家政策的规定，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所提出的投资理念、虚拟商品等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手

段多样，让人难以识别，对个人财产造成威胁，也对国家经济安全有一定的影响[3]。网络传销犯罪的组

织者和领导者具备网络知识和商业经营方面的知识，实施的传销犯罪行为具有较高的技术性和智能性，

给打击此类犯罪带来诸多挑战。 

2.2.2. 传销活动的高效性 
与传统线下传销方式相比，电商式网络传销行为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其

吸收财富和成员的速度堪称恐怖，以太平洋直购案为例，自提出保证金返还模式之后，其成员迅速得到

扩张，蔓延过程极短且范围广泛，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安全产生极大的影响。 

2.2.3. 组织策划的隐蔽性 
网络传销策划者利用互联网隐蔽地实施犯罪，成员间通过假名和虚假地址，借助网络聊天或邮件联

系。这种模式增加了工商部门在获取数据、核实信息和取证时的难度，提高了传销的隐蔽性。犯罪分子

常以国家政策为名在电商平台进行传销，合法与非法行为的混淆使得新型犯罪难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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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太平洋直购案对电商式网络传销的启示 

判断社会行为是否犯罪，关键在于其是否对社会有害。因此，对电子商务模式的合理性评价应基于

其潜在的社会危害。电子商务作为一种合法且遵循市场规则的商业模式，其目的在于创造经济利润和价

值，推动经济的正向发展。传销则不然，它不生产价值，而是通过将资金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来分配利益。

传销依赖于招募新成员和收取费用的模式，这种模式不具备长期可行性，最终可能引发经济损失、增加

受害者数量，并对社会经济秩序和管理体系造成负面影响。因此，电子商务模式创新和网络传销的界限

在于缴纳的费用是否是商品交易本身所必须，费用是不是返利或分红的主要来源等实质标准进行判断[4]。 
在太平洋直购网络传销案中，司法机关认定精彩生活公司的 BMC 模式存在潜在崩盘风险，符合传销

犯罪特征，因此在其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前采取了法律措施，但同时也确认了其网站的合法性。这表明，

对于新兴电商模式的监管应以是否对社会有害为标准。在具体实践中，应区分实际危害和潜在风险，对

前者可依据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等刑法规范进行规制，对后者则可采用民法、行政法等手段进行适当

的引导。这样的做法旨在鼓励电商新模式的发展，保障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公民财产安全，同时应弥补相

关法律法规的不足之处，以适应社会中出现的新形式、新情况等[5]。 

3. 电商式网络传销犯罪规制的现实困境 

3.1. 隐蔽性强难以识别 

电商式网络传销犯罪因其独特的经营方式容易与“互联网+”相混淆，而且具有较强的隐蔽性，不易

识别，甚至加大监管机关发现的难度[6]。在众多网络传销案件中，电子商务的合法经营与非法传销行为

往往混杂，极具欺骗性。以太平洋直购案为例，该平台起初合法运营，通过“消费返利”吸引顾客，但后

来转向保证金返还模式，导致资金链断裂，最终依赖新会员的资金来支付老会员的保证金，显现出传销

特征。此外，平台还结合了传统传销手法和新型积分奖励机制，进一步迷惑消费者。网络传销的虚拟性

和跨地域性也使得司法机关难以及时识别和打击，往往在发现时，涉案人数众多，受害者权益受损严重。 

3.2. 执法体制规定不合理 

现行法规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的职责划分与协作方面存在不足，这在执法实践中导致了

协调不力和效率低下的问题。行政执法主要依赖于工商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合作，以工商机关为主导。2 然

而，这种模式在实际中已不再适应传销行为的新特点，导致执法部门间相互推卸责任，缺乏有效的联合

打击力度。工商机关缺乏公安机关所具备的全面防控体系、快速反应机制、侦查技术和设备。其对传销

活动的打击主要依靠查封账目、设备和场所等手段，效果并不理想。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往往专注于处

理大型传销案件，而忽视了对小型传销活动的打击。 

3.3. 侦查取证方面存在的困境 

3.3.1. 网络取证难 
由于网络传销具有跨地域性的特点，因此一起传销案件往往涉及多个地区、多个行业。从太平洋直

购案可以看出，涉及的受害人数量十分庞大，而且横跨国家大部分区域，证据不可能集中在一处，且在

网络上，身份信息的管控更宽松，技术手段的使用给侦查机关的取证带来了困难。再加上涉案主要证据

是电子证据，互联网上存在极多的数据信息，真假难辨，对相关证据的斟酌审查将花费大量的时间，不

 

 

2 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四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查处传销行为。”

第十三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传销行为，对涉嫌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传销案件，对

经侦查不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移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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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有效地打击犯罪。电商式网络传销犯罪案件还表现出一定的技术性，犯罪分子通过科技手段进行反

侦查，加上犯罪手段地不断更新，也是取证的难点所在。 

3.3.2. 跨境取证难 
网络传销犯罪跨境不仅体现在平台服务器跨境、传销组织者及参与人员跨境，还体现在涉案资金跨

境。网络传销案件不仅会横跨中国不同省份，还可能涉及跨境的情况，比如平台服务器跨境、组织者领

导者跨境、参与人员跨境以及涉案资金跨境等，因此难免涉及跨境取证问题[7]。在国际交往中尊重各国

主权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国际交往的基础，若是两国对同一法律问题或者证据的规定不一致，

跨境取证将面临更多的问题。首先是可否被允许进入他国境内或者相应网络空间进行取证的问题，其次

是取证效率的问题，若是效率太低，对于案件的正常办理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目前，我国跨境侦查主要有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和非司法协助两种方式。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经过证据

所在国的同意，更加符合国际法的规定，但是，这种方式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比如说效率低、适用范

围窄、证据取得后相关程序衔接差等。若是没有国际条约，只能通过程序复杂的外交手段进行，费时费

力，不利于及时固定电子数据。再加上这种取证方式所得到的证据的司法衔接问题也造成了跨境取证的

难题，各国证据规定不一致，跨境取证所得到的证据也许会不符合我国法律的要求，适用上存在一定的

困难。 
非司法协助方式，一般分为单边取证和数据服务者的数据披露两种方式。单边取证是未经证据所在

国的同意，利用网络技术直接取证的方式进行，数据披露方式是指通过掌握大量数据的跨国公司进行取

证的方式[8]。这两种非司法协助的取证方式不管是效率还是证据适用上相比前者都存在优势，但缺乏必

要的监督和约束容易引发证据合法性的怀疑，影响证据的效力；缺乏证据所在国的同意，可能会侵犯他

国数据和网络主权，激化矛盾，甚至引发国际对立。 

4. 网络传销犯罪案件规制的优化途径 

4.1. 提升公众识别能力与完善监管体系 

4.1.1. 增强社会公众的防范意识 
目前对于电商式网络传销行为，一般通过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非法集资罪等犯罪进行惩处，这

种新型犯罪方式具有极高的隐蔽性，且通常掩盖在电商创新的合法外衣之下，对于新兴事物的不了解让

社会公众很容易受到传销的欺骗和引诱，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进行宣传，让公众对电商式网络犯罪

和电商模式创新有一定的了解。较为直接的方式就是将电商式网络传销犯罪在刑法中以注意性规定的方

式加以明确，在普法宣传过程中及社会交往中潜移默化的加强辨析能力。 

4.1.2. 建立健全的监管制度 
网络平台运营商健全监管能力，运用技术手段对平台使用者的一系列行为实施监管，在发现涉嫌传

销行为时积极向工商部门进行举报，在查证属实后，对其进行进一步的规制。对相关涉案主体进行一定

的限制或者禁止措施，并将相关情况通过新闻媒体等向社会进行公示，以防范进一步对社会造成新的危

害，如此一来也可以宣传网络传销的性质和特点等，加强公众的认识。 

4.2. 规范行政执法 

工商部门主要力量还是在民商事上，相比于公安机关来说在打击传销方面力量薄弱，因此建议将打

击传销行为的主力确定为公安机关。如此一来可以让公众清楚地认识到，传销行为不仅涉及治安问题，

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不应仅仅依赖工商机关的查处和罚款来处理，更不是公安和工商部门都不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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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灰色地带”。公安机关要利用大数据技术精准监控网络传销活动，线上线下联动，对传销行为进行

有效分级管理和科学处置。行政监管机构要提高金融行业的准入标准，严格监管资金流动，及时清理违

规平台，以减少互联网金融风险。 

4.3. 优化侦查取证制度 

4.3.1. 加强取证协作 
电商式网络传销犯罪涉及的受害人分散、地域广、隐蔽性强，因此不仅仅是公安机关经济侦查部门

的任务，为了严厉高效地打击犯罪，公安机关外部内部各部门以及跨区域的相关部门均应进行沟通协作。

一是在公安机关内部，经济侦查部门负责案发后具体的调查取证，网络监管部门负责对监控网上是否有

网络传销活动并将线索提供给经济侦查部门，治安部门负责日常管理并将在活动中注意是否有相关情况。

二是公安机关之间的配合协作，明确管辖权属问题，以明确的管辖地的公安机关为主，其他机关予以配

合，努力在法律的框架内，简化办案程序，统一办案标准，优化取证流程，并加强情报共享。例如京津冀

三地公安机关签订协议，共同搭建了“执法办案协作联席会议平台”，有利于公安机关之间办案协作。3

三是加强与外部机关的协作，其他单位也掌握着大量的信息，比如说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各互联网企业等，

对于取证和固定证据都有帮助。因此，应当健全相关制度，利用当代信息技术，构建一个大数据网络平

台，以促进数据信息的无缝连接和交流，从而提高侦查和取证工作的效率。 

4.3.2. 规范跨境电子取证行为 
跨境电子取证主要是刑事司法协助和非司法协助两种方式，但均有一定的弊端，不利于刑事侦查的

进行。首先是刑事司法协助方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法律依据的缺失和程序繁琐导致的效率问题。因此

可以借助国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合作来推进刑事司法协助双边协议或者是相关国际条约的签署，

比如说“一带一路”等。同时，在已经签订双边协议的国家，在尊重各自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办案机关直

接沟通的办案模式，加强交流，提高效率。非司法协助方式的主要问题是取证手段的不合法、不合理。

这种手段更加方便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适用，但不仅与我国立法本意不符，而且容易引发冲突，因此对

于这种取证方式应该加以规范，明确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方能运用的原则以及进行严格的监督。 

5. 结语 

电子商务的发展为市场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和空间，极大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发展，但同时也带来了挑

战。不法分子利用电子商务模式创新为借口，实则是进行网络传销行为，极大地危害了社会经济安全。

本文通过对 BMC 模式的分析，得出它属于变相传销的结论，并且提出了电商式网络传销具有隐蔽性、手

段高超性、传播迅速的特点，从而揭示了现有法律制度等在打击传销行为方面的不足之处并针对性地提

出完善建议，旨在保护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这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以促进电子商务健康、有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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