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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直播带货是近几年新兴的线上购物方式，在数据收集流通、购物支付方式以及购物体验等方面实现

对传统购物的升级，同时也成为网络直播变现的另一主要途径。在当前网络平台具有虚拟性、互动性、

广泛性的情况下，直播平台的法律责任认定存在直播虚拟化、功能定位不准确、以及法律依据不健全等

难题，需要通过提高技术手段、建立监管制度、完善相关法律等方式明确直播带货平台的法律责任，否

则将对电商行业带来难以消除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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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ine live streaming sales is a new way of online shopping in recent years. It has upgraded tradi-
tional shopping in terms of data collection and circulation, shopping payment methods and shop-
ping experience, and has also become another main way to realize online live streaming. In the cur-
rent network platform with virtual, interactive, extensive, live platform of legal liability that live 
virtualization, function positioning is not accurate, and the legal basis is not sound, need to improve 
technical means, establish regulatory system, improve the relevant legal way clear live with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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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tform of legal responsibility, otherwise will bring difficult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electricity industry. 

 
Keywords 
Online Live Streaming Sales, E-Commerce, Legal Responsibility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问题的提出 

2020 年，大量居家的居民将直播电商作为重要购物渠道之一，直播电商成为各行业生存的新渠道。

顶级主播不仅创造了巨大的销售额，而且作为新的文化现象，影响着年轻一代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 
网络直播带货，是指通过互联网网站、手机应用程序、小程序等载体，以视频直播、音频直播、图文

直播或多种直播相结合的形式向社会公众营销商品或服务的行为和活动 1。当前，我国直播带货行业仍处

于快速发展阶段，蓬勃发展的同时仍存在不少待解决的问题，既有法律规定又太过于庞杂，因此，为了

构建一个正向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并推动网络直播带货行业向着规范、有序的方向前进，深入研究其

发展过程中浮现的各类问题显得尤为重要且必要。 

2. 直播平台的分类及法律地位 

网络直播带货以其多样化的表现形式，适应了不同的市场需求。一方面，它深度融入传统电商平台，

通过增设直播带货功能，为电商平台注入了新的活力与互动性。另一方面，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带货

也开辟了新的天地，这些平台不仅提供娱乐内容，还通过开通销售功能，让用户在享受视觉盛宴的同时，

轻松完成购物体验。此外，与社交平台的紧密合作也是网络直播带货的一大亮点，通过在这些平台上设

置便捷的购物链接，直播带货实现了社交与商业的无缝对接，进一步拓宽了市场边界。由于网络直播带

货形式不同，各个带货平台的法律地位与角色也会不同，需要进一步厘清其分类以及具体法律地位[1]。 

2.1. 类型 

1、电商平台 
电商平台模式是指专用电商平台开设直播间，属于“电商+直播”的形式。例如淘宝为用户提供了一

个便捷的网上购物平台，而京东则以其快速的物流和正品保障吸引了大量消费者，让用户养成了在线购

物的体验。拼多多更是通过拼团模式让客户享有更优惠的价格，迅速吸引了大量用户。它们的直播带货

功能通常与平台原有的电商属性紧密结合，更注重商品的展示和销售，主播往往具有较强的销售能力和

专业知识。因此该种直播带货平台所具有的特点：第一，销售属性强，顾客本身就是在该平台上进行购物，

即使不主动向顾客进行推销，只要该商品符合客户的要求，顾客自己也会主动进入直播间进行购买，对于

电商类直播带货平台来讲，其用户足够多，顾客的消费习惯也已经养成。第二，该类平台具有跨平台支持

的特点，例如淘宝 618 的活动，各个店铺都会参与，在平台领取的优惠券可以在不同的直播见进行使用。 
2、短视频直播平台 
短视频直播带货平台的核心特色在于其内容驱动的销售模式。它们的直播带货功能则更侧重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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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网络直播带货管理办法(试行)》第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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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娱乐性和互动性。通过短视频吸引粉丝，再通过直播进行商品推广和销售。因此，用户首先被视频内

容或主播的个人魅力所吸引，通过持续接触和互动，逐渐建立起对主播或平台的信任感。在长期建立信

任过程中，用户的购物意愿也逐渐形成。这种模式强调内容的吸引力和主播的可信度，而非单纯的商品

推销。 
短视频直播带货平台还利用强大的算法技术，根据用户的搜索历史、观看习惯和偏好，智能推送用

户感兴趣的内容或主播，极大地提升了用户体验和购物的便捷性。以抖音为例，自 2018 年 12 月推出直

播电商业务以来，凭借其庞大的用户基础和高黏性的短视频内容，成功实现了电商变现，巩固了其在直

播带货领域的领先地位。 
3、社交直播带货平台 
社交平台直播带货平台结合了社交网络的互动特性与直播带货的即时性，创造出独特的购物体验，

将用户的社交活动与购物行为紧密联系起来，使用户在社交互动中发现并购买商品。用户在社交平台上

看到朋友或关注的人推荐商品，更容易受到社交证明的影响，增加购买意愿。同时利用社交平台积累的

用户数据，向用户推荐他们感兴趣的直播内容和商品。 
例如，小红书、Instagram、Facebook 等社交平台通过直播带货功能，使得用户在浏览社交内容的同

时，能够直接购买心仪的商品，这种模式已经被证明可以有效地提升用户的购买转化率，使其社区生态

系统更为完整和丰富。 

2.2. 直播平台的法律地位 

在深入探讨网络直播平台的法律责任和规制措施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对直播平台在直播带货环节中

的角色进行分析。随着网络电商行业的迅猛发展，直播平台和内容平台已经不仅仅扮演着传统电商平台

的引流角色，它们还开发了自己的商城功能，使得直播过程中的流量可以在平台内部形成闭环。这种模

式允许消费者在不离开直播平台的情况下直接进行购买，大大降低了流量流失率，从而逐步构建了一个

集网络购物、直播带货和内容分享于一体的综合平台。 
1、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根据《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指在电子商务活动中为交易双方或者多方提供网页空

间、虚拟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息发布等服务，供交易双方或者多方独立开展交易活动的法人或者非

法人组织[2]。在直播平台中，主播通过直播的形式向用户推介商品，完成商品销售，而直播平台一是为

直播活动提供了场所，提供了主播和用户交流的渠道，如商品信息的发布、交易撮合等[3]。 
2、网络服务提供者 
全国人大法工委强调了第三方平台在广告活动中的角色定位。这些平台，包括电信业务经营者和互

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本质上是为广告主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的中介，而不是直接的广告发布者或接收

者，他们提供的是一种信息传输的场所或平台。直播平台作为主播及其直播间的强大后盾，通过精准的

流量导入和全方位的宣传推荐策略，为直播内容注入活力，吸引并汇聚庞大的观众群体的同时，还充分

发挥其平台效应，对消费者进行积极引导，通过首页的精心策划与推荐，将特定直播内容精准推送至目

标客户，进一步激发观众的兴趣与参与度。由此，直播平台也能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之一。 
在技术层面，直播平台更是为直播活动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它们不仅确保了直播过程的流畅与

稳定，还创新性地提供了诸如一键跳转购买链接等便捷功能，极大地缩短了观众从观看直播到实际购买

的路径，优化了用户体验。同时，高质量的音视频播放服务也是直播平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们致力

于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的观看体验，让直播内容更加生动、引人入胜，这些技术支持使得消费者能够实现

从观看直播到完成购买的迅速切换。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41878


俞雅萍 
 

 

DOI: 10.12677/ecl.2024.1341878 6388 电子商务评论 
 

3. 直播平台的法律责任概述 

在电商野蛮生长的时代下，直播带货为拉动经济、带动消费做出了不可忽略的贡献，为消费市场注

入巨大能量。直播平台作为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是直播带货行业的重要主体。因此，需明确其相

应的法律责任，才能够让直播带货行业蓬勃健康发展。 

3.1. 作为电子商务经营者 

1、核验登记市场主体与信息的义务 
直播平台作为平台经营者，需要依法进行市场主体登记，获取营业执照，并公示相关信息。依据《电

子商务法》第 27 条的核心要求，直播带货平台经营者在管理其平台生态时，需履行三项关键性的核验登

记职责。首先，平台需严把入门关，对所有希望入驻的直播带货经营者及非直接参与经营的用户进行严

格的身份与经营资质核验，确保每一位成员的身份信息与业务背景真实可靠。 
其次，为了确保信息的可追溯性与管理效率，平台有义务为所有通过核验的入驻主体建立详尽的登

记档案，这些档案应全面记录并保存主体的基本信息、经营范围、联系方式等关键数据，为后续的管理

与服务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 
最后，鉴于市场环境的动态变化与入驻主体信息的潜在变动，平台还需承担起定期核验与更新的责

任。这意味着平台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定期对已入驻的直播带货经营者及非经营用户的信息进行

复核，一旦发现信息变更或失效，需及时督促并协助其进行更新，从而保持平台内信息的时效性与准确

性，为平台用户营造一个安全、可信的交易环境。 
2、直播平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责任 
平台经营者应建立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包括但不限于投诉处理、消费纠纷解决、先行赔付等。

第一，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保障消费者在购买前能够获取商品或服务的详细信息，包括价格、

性能、成分、使用方法等；第二，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依法保护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和隐私，不泄

露、出售或滥用消费者信息；第三，消费者投诉与维权机制设立便捷的投诉渠道，对消费者的投诉

和建议进行及时响应和处理。第四，强化用户信息保护措施，确保用户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

露和滥用。平台应建立健全的用户信息保护机制，对用户数据进行加密处理，并严格限制对用户数

据的访问权限。 

3.2. 作为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 

作为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其有必要对商品质量和服务的真实性进行审核。 
由于直播带货可面临的消费群体基数巨大，部分营销主体为了逐利，营造和助推直播间气氛，在基

本的广告宣传之外，出现了虚假宣传的问题，此类现象超出了正常商业销售的范围。2023 年，全国网络

消费热点投诉问题主要为退款问题(29.23%)、商品质量(10.83%)、网络欺诈(8.98%)、虚假促销以及货不对

板(7.8%)、售后服务(7.46%)、网络售假(6.47%)、霸王条款(5.72%)、发货问题(4.55%)、退换货难(3.40%)2。

可以看出退款问题、商品质量、网络欺诈是网络消费的常见“雷区”。部分电商平台或商家在售后服务

和商品质量控制方面确实存在不足。 
因此，直播平台可以在直播前提前筑起防线，提前对各商家上架进行带货的商品或服务进行审查，

在进行推流时，确保宣传效果真实后，才可帮助推流。《广告法》第 45 条规定“对其明知或者应知的利

用其场所或者信息传输、发布平台发送、发布违法广告的，应当予以制止”，即平台方“明知或者应知”

广告发布者在其平台发布违法广告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断开连接、屏蔽、关闭直播间等方式，制止违法

 

 

2参见《2023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用户体验与投诉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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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继续发布 3。因此，在直播过程中，设置敏感词以及涉及虚假宣传的词语，一旦商家在直播过程中触

及，就给予相应警告，在必要时，强制关闭直播。 

4. 网络直播带货中存在的法律责任认证难点 

4.1. 直播平台交易存在虚拟化 

与传统的电子商务相比，商品的实时销售模式增加了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然而，在产品交易中存

在着许多不可控性，虽然消费者可以将相关问题以弹幕的形式发出，但他们不能与产品有实际的接触；

消费者还不能完全了解商家的相关信息，但他们实名制以及绑定银行卡，双方的信息存在不对称；并且

还存在某些“0.1 元购”等形式的线上引流，不排除某些商家在平台外进行发假货或其他违法行为。甚至

是直播平台掌握了这些信息后泄露或出售这些信息，从而侵犯消费者隐私。而这种权利的侵犯，很难有

明确的证据去证明究竟是谁的责任。 

4.2. 直播平台功能定位模糊 

在全新的直播带货的营销模式下，直播平台主体的权利义务尚未明确。直播带货何时被认定为电子

商务经营者？何时作为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在认定过程中对与直播平台帮助商家进行宣传的部分又是

否属于各《广告法》所规制？对于实务中直播人员与消费者之间的特别交易，在没有直接通过平台进行

的交易的情况下，直播平台的法律责任是贯穿整个交易还是会发生转移等问题都较为模糊。因此，在直

播交易完成的整个过程以及售后，直播平台的定位以及存续时间都存在模糊。 

4.3. 相关法律依据仍不健全 

目前，在我国的网络直播中没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在网络直播的管理中，仍然依赖于相关的法律

规定，如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行业内通用的习惯等。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

定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的隐私权和知情权，但没有对实时交易中侵犯消费者权益的问题提出确切解决方

案。对于“商品直播带货”这种复杂商业模式，更依赖于明确的法律依据。 

5. 直播平台法律责任的规制 

当原本偏好线下购物的顾客群体转向线上后，这一转变不仅加速了电子商务的普及，更为直播带货

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然而，在这股繁荣浪潮之中，也暗藏着不容忽视的问题——部分直播

带货活动未能恪守规范，一些不法商家或主播利用这一新兴模式，进行虚假宣传、夸大其词、销售假冒

伪劣商品等不法行为，严重误导了消费者，侵犯了他们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这些不合规乃至违法的

操作，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也破坏了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生态，给蓬勃发展的直播行业蒙上

了一层阴影。 

5.1. 提高对直播平台的技术监管、强化内容监督 

当前我国网络直播监管是通过对流量进行识别和获取进行的，对某个直播间的流量数据进行分析，

一旦发现某个直播间的流量发生异常暴增以及明显的数据交易异常时，则需立马给予关注，这种通过检

测流量的方式是比较初级的监控技术。因此，需提高技术监管能力，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手段，对直播内容进行智能分析和风险评估，以提高监管效率和准确性[4]。 

 

 

3康彦荣。“互联网平台信息中介的属性与平台治理新路径”。互联网违法犯罪的法律规制——首届互联网法律大会论文集. Ed. 阿
里巴巴法务部；2016, 210-219. doi: 10.26914/c.cnkihy.2016.00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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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立各部门分级监管制度 

直播平台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起来的，通过对信息的收集、发布、传播对具体的经济活动产生影

响，并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数据进行匹配。网络平台的归责路径大致可分为直接侵权责任、避风港原则下的

“通知–删除”义务及对损失扩大部分的连带责任、知道侵权存在而未采取措施的连带责任等三个层级。 
以服务内容来划分，网络服务提供者受到《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电子商务法》的限制，同时

也是受《民法典》《刑法》等基础法律的规范。因此在立法层面上，需强化直播平台的义务，各市政监管

局、公共安全等部门需调整司法管辖和标准、避免出现管理混乱，明确监管责任，保障产品生产、分销、

销售。 

5.3. 规范针对直播带货平台的法律规定 

为了保障直播平台稳步发展，充分发挥其在直播带货中作为纽带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扩大消费者保护渠道，制定线上销售投诉以及调解系统；平台有必要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对抗直播商家

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平台严格准确的审查直播间以及卖品；加强直播平台现范，营造绿色直

播带货氛围，确保交易环境安全，并通过通知，删除，纠正和禁止来解决问题。 

6. 结论 

直播平台作为互联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并探索着新的

发展机遇。当前直播平台的法律责任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有助于构建一个健康、有序、安全的网络

直播生态。随着直播行业的不断发展，直播平台需要不断加强法律责任意识，提升法律合规水平，以应

对日益复杂的法律环境和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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