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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电商经济的蓬勃发展，虚假食品广告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威胁消费者的权益和安全。刑法中的虚假

广告罪难以实现打击与预防犯罪的现实要求，因此需要将犯罪构成要件进行细化与重塑，并提出完善刑

法规制的多维度方案以实现刑法目标。如明确虚假食品广告的认定标准；构建多元主体责任体系，厘清

平台、主播、商家各方责任；对现行构成要件标准进行增删调整，增设结果加重犯及使用惩罚性赔偿制

度等。同时全社会应当形成合力，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完善配套制度，以期破解电商直播中虚假食品

广告的刑法规制难题。本文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完善、有效的刑法规制体系，以应对电商直播中虚假食品

广告带来的挑战，保护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电商经济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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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booming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economy, the problem of false food advertising i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4873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4873
https://www.hanspub.org/


吴劲昊 
 

 

DOI: 10.12677/ecl.2025.144873 147 电子商务评论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eriously threatening the rights and safety of consumers. The 
crime of false advertising in criminal law is difficult to meet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s of cracking 
down on and preventing crim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refine and reshape the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the crime, and propose multidimensional solutions to improve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to achieve the goals of criminal law. Clarify the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false food advertisements; 
Build a diversified subje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platforms, broadcast-
ers, and merchants; Add, delete, and adjust the current criteria for constitutive elements, including 
the addition of aggravated offenses and the use of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e 
whole society should form a joint force, establish cross departmental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improve supporting system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of false food 
advertising in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This article aims to establish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criminal law regulatory system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false food advertise-
ments in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protect consumer rights, maintain market order,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mmerc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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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电商直播的兴起促使直播带货成为一种火爆的商业模式，尤其在食品销售领域表现出强大

的消费潜力。同时，电商直播中虚假食品广告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虚假广告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造成市场秩序的混乱。如何运用刑法规制电商直播中的虚假食品广告行为，并实现刑法预防犯罪的现实

效果，成为当下迫在眉睫的问题。 

2. 现行态势：电商直播中虚假食品广告的现状及其危害 

2.1. 电商直播中虚假食品广告的现实表现形式 

电商直播中虚假食品广告的表现形式层出不穷，这些形式旨在误导消费者，使消费者对产品产生不

切实际的期待。电商直播中主播对食品进行虚假宣传与引导消费。在直播带货过程中，主播可能会使用

“第一”、“销量冠军”等极限词，或者“纯天然”、“纯手工”等夸大性词汇，通过此类词汇的使用诱

导消费者，损失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及公平交易的权利[1]；有的主播在直播中会宣传食品的保健功能，混

淆保健食品与药品的概念，误导消费者购买不具有治疗功效的保健食品。并且这些宣传缺乏科学依据，

甚至耽误患者的正规治疗；更有甚者，在直播中引用尚未定论的科研成果进行宣传，利用国际知名标准、

行业认证、科学认证等噱头进行炒作。在电商直播场景下，虚假食品广告的常见表现形式具有多样化的

特征，其具体形态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采用绝对化用语或过度夸张的表述方式；二是对产品功

效进行不实渲染或过度美化；三是违规宣称医疗效果或保健功能；四是援引缺乏科学依据的研究数据或

伪造资质证明；五是虚构限时促销或优惠活动以诱导消费。这些行为构成了虚假食品广告的主要表现形

式，对消费者权益和市场秩序造成严重危害。这些虚假广告行为严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商业道德准则，

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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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虚假食品广告对消费者权益和食品安全的危害 

虚假食品广告对消费者权益和食品安全的危害是显著的，消费者受到虚假广告的误导去购买与广告

描述不符的食品，从而遭受经济损失。当消费者发现所购食品与广告不符时，往往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

和精力去维权，导致消费者消费成本更甚；虚假食品广告会夸大食品的营养成分或健康效益，误导消费者

购买不具有相关效益的食品。同时，虚假广告破坏了电商行业的信誉，导致消费者对电商广告产生怀疑，

不再相信其广告所宣传的内容。这进一步加剧了消费者对市场主体的不信任，增加了消费者购买商品的难

度和不确定性。虚假食品广告也会导致市场秩序的混乱，虚假食品广告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使得

不法商家能够通过虚假宣传获取不正当利益[2]。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发生，导致诚信企业因竞争压力而

选择违法违规。虚假宣传使得企业为追求利益而忽视食品安全，而是将精力放置于如何通过广告吸引更多

消费者消费的本末倒置现象发生。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健康，还可能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 

2.3. 现有监管措施的局限性 

目前来看，尽管《食品安全法》《广告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对虚假广告有明确

的规定和处罚措施，但随着电商直播行业的快速发展，这些法规在某些方面可能无法完全适应新的监管

需求。对于电商直播中虚假食品广告的具体表现形式、认定标准以及处罚力度等方面，需要更加细化和

明确的法规来加以规范。虽然各部门联合开展保障电商运营环境专项行动等监管活动，但在实际监管过

程中，各部门之间的协作和配合存在监管空白区，影响监管实际效果，使得虚假广告的行为主体得以逃

避监管和处罚。 
在食品安全监管过程中刑法一直发挥着补充其他法律的兜底作用，并作为保护消费者权益与食品安

全的最后一道保障与最锋利的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虚假广告罪，是

指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行

为[3]。但是虚假广告罪的构成要件与电商直播这种新型广告形式中存在诸多不明确标准，导致虚假广告

的行为主体具有可乘之机，严重影响电商直播经济的良性发展。为此，解决电商直播中虚假广告的刑法

规制问题迫在眉睫，以便刑法更好发挥威慑力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与食品安全。 

3. 成因分析：虚假食品广告刑法规制的法律困境 

3.1. 虚假广告罪的构成要件与电商直播特性的冲突 

3.1.1. 犯罪行为界定困难 
电商直播中，虚假宣传手段多种多样，包括但不限于夸大产品效果、虚构产品成分、使用绝对化用

语等。这些虚假宣传手段往往具有高度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使得消费者难以辨别真伪。虚假广告行为的

认定标准不够明确，其行为是否构成“虚假”或“误导”，往往需要结合具体情境进行判断。尽管《中华

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对虚假广告行为进行了明确规范，但在实际操作中，如何准确界定“虚假宣传”仍

然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这一问题在电商直播广告领域尤为突出。由于社交媒体平台信息传播速度快、

覆盖面广，且广告形式多样，执法和司法部门在判断哪些行为构成虚假广告、如何界定其法律责任时，

往往面临较大的挑战。同时，社交媒体广告的即时性和碎片化特征，使得监管部门难以进行全面、实时

的监控[4]。一方面，社交媒体广告内容更新频繁，部分广告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删除或修改，导致证据难

以固定；另一方面，即便能够获取广告内容，如何准确评估其虚假成分及其对消费者的实际影响，仍然

是一个复杂且具有争议的问题。此外，社交媒体广告的个性化推送和互动性特点，进一步增加了虚假广

告行为的隐蔽性和追踪难度，给监管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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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犯罪主体确定困难 
在电商直播领域，虚假广告罪的犯罪主体认定面临显著挑战，这一困境主要源于两方面因素。首先，

从法律主体资格来看，该罪的犯罪主体具有特定性，仅限于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及广告发布者三类主体。

然而，电商直播的商业生态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其中主播往往兼具多重身份属性：当其推广自有产品时，

可能同时承担广告主角色；而在代理其他商品时，又可能兼具广告经营者或发布者身份。这种身份的重

叠与转换显著增加了主体认定的难度[5]。其次，随着自媒体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广告制作门槛大幅降低，

操作流程日趋简化，这使得任何个体都可能成为潜在的犯罪主体，进一步加剧了主体认定的复杂性。在

电商直播中，单一主体的行为可能涵盖多个角色，导致主体法律身份重叠。 
电商直播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可能同时扮演多重角色，

这使得虚假广告罪的犯罪主体难以明确界定。倘若电商主播并不是直接销售自己的产品而是根据工作安

排进行产品宣传(譬如说该主播是厂家专门请来做电商直播的)，那他是否能成为虚假广告罪的适格主体

呢？对于只拿工资的主播而言“虚假宣传”可能是其工作的一部分，刑法是否需要对其行为进行规制呢？

再譬如，电商平台的监管不力是否会导致平台也成为虚假广告罪的犯罪主体呢？以及厂家并不知道虚假

广告行为，该行为是主播为了业绩而故意为之，那么厂家是否该承担责任呢？以上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熟

虑，刑法是保护公民权益最严厉的措施所以必须保持足够谦抑性。 

3.1.3. 主观故意认定困难 
电商直播中虚假食品广告罪行为主体的主观故意通常难以判断，主要是因为直播电商这一新兴商业

模式具有其特殊性，且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在面对这种新型广告形式时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和解

释空间。在刑法中，主观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

种结果发生的一种心理状态。在虚假广告罪中，主观故意是构成要件之一，即行为人明知或应知广告内

容虚假而仍然发布。在电商直播中，带货主播同时扮演多重角色，身份重叠使得在认定主观故意时，难

以准确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或应知广告内容的虚假性。电商直播中较大一部分是拿固定工资的全职带货

主播，而他们对于产品质量的了解程度是取决于剧本还是完全听信于厂家安排，这些都会影响对于当事

人主观故意的判断。在事情发生后，主播或商家可能声称其并未明知广告内容的虚假性，或只是出于夸

大宣传的目的，而非故意欺骗消费者，这增加了刑法介入的难度和复杂性。 

3.1.4. 因果关系认定困难 
电商平台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虚假广告信息一旦发布，便可能迅速扩散至大量用户，产生广泛的社

会影响。虚假的食品广告通常不会直接引发消费者遭受经济损失或健康损害，而是通过误导消费者购买效

果不符的产品，进而引发一系列后续问题[6]。电商广告的即时传播和内容的多样化特征，进一步模糊了虚

假广告与消费者购买决策之间的因果关系，增加了法律认定和监管的难度。难以准确判断消费者的购买行

为是否完全基于虚假广告的影响。虚假食品广告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害结果可能包括经济损失、心理困扰、身

体健康问题等多个方面。这些损害结果往往难以用具体的数字进行量化，从而使得因果关系的认定更加困难。

并且，由于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多样性，很难从大量消费者中筛选出受到虚假广告影响的个体，并进一步收集

相关证据。同时，网络异化增加认定难度，电商直播具有网络特性，广告内容可能通过多种形式进行传播，

且消费者在接受信息时受到网络因素的影响，增加了虚假宣传与引人误解之间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难度。 

3.2. 刑法介入时机与范围的争议 

3.2.1. 刑法介入时机争议 
在电商直播中，虚假食品广告行为的刑法介入时机是一个关键问题。过早干预可能会限制电商经济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4873


吴劲昊 
 

 

DOI: 10.12677/ecl.2025.144873 150 电子商务评论 
 

的创新与活力；而过晚干预则可能导致用户权益遭受重大损害，市场环境被严重扰乱[7]。即时干预意味

着在虚假广告行为发生的第一时间，法律立即进行规制。这种方式能够迅速遏制违法行为，保护用户权

益，但也带来高昂的执法成本，并对电商经济的创新发展产生抑制作用。事后追责则是在虚假广告行为

已经造成实际损害后，再进行法律追责。这种方式有助于降低执法成本，但导致用户权益无法得到及时

保护，且对违法行为的震慑效果有限。这种两难局面使得监管部门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时，需要权衡

多方利益，寻找平衡点。 

3.2.2. 刑法介入范围争议 
电商直播中虚假广告行为的刑法介入范围同样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首先，必须防止刑法的过度

干预，以免对电商平台的正常运营和内容生态造成不必要的限制。其次，确保刑法的规制范围足够全面，

以有效打击各类虚假广告行为。虚假广告行为涉及方法，包括但不限于欺诈、误导、夸大宣传等。如何

准确界定行为的性质，并判断其是否构成犯罪，是刑法介入范围争议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电商带货过程

中，涉及广告主、内容创作者、平台运营方等多个主体。当虚假广告行为发生时，如何合理划分各主体

的法律责任，也是一个重要争议点。内容创作者是否应承担主要责任，广告主和平台是否应承担连带责

任等。此外，社交媒体中的虚假广告行为可能同时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部法律法规

[8]。如何确保刑法与其他法律的有效衔接与协调，避免法律冲突或重复处罚，亦是刑法介入范围争议的

一个重要方面。 

4. 理论构建：破解虚假食品广告刑法规制难题的路径 

4.1. 立法角度：完善相关立法 

4.1.1. 明确直播平台的法律责任 
直播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有责任对入驻商家进行资质审核、日常监管和违规处理。这是确保

直播内容合法合规、维护消费者权益的重要一环。直播平台明知或应知虚假宣传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如果平台明知或应知商家存在虚假宣传行为，但未

能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或纠正，平台应与商家承担连带责任。这意味着，消费者因虚假宣传遭受的损

失，可以向平台或商家中的任何一方要求赔偿。直播平台未能履行对商家的监管职责，导致虚假宣传等

违法行为频发，平台将可能面临被责令改正、罚款甚至吊销营业执照等行政处罚。 
毋庸置疑，电商平台也是虚假广告罪的适格主体，平台及相关责任人员没有做到监管义务且明知是

虚假广告而不进行处理，将面临刑事处罚，可能被判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针对电商广告中的虚假宣传问题，相关法律法规亟需进一步完善。监管部门也应加强对虚假广告等违法

行为的打击力度，确保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执行。因此，电商平台应明确其法律责任，包括作为网络服务

提供者的基本责任以及虚假广告中的连带责任与可能面临的刑事责任，从而倒逼平台做到忠实勤勉的监

管义务。 

4.1.2. 细化虚假食品广告的认定标准 
针对虚假广告罪的认定，细化虚假广告的认定标准至关重要。首先，明确虚假广告的定义，虚假广

告是指以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导用户的广告行为。应当从商品信息的真实性、广告宣传的

合规性、广告效果的验证性以及广告形式的合规性四个方面进行刑法规制。广告中涉及的食品名称、

品牌、产地、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必须真实准确，不得有虚假或误导性描述。食品的功能、功效必

须基于科学研究和事实，不得夸大其词或编造数据。在保健食品广告的规范管理中，相关主体必须严

格遵循法律规定，确保广告内容的合法性与真实性。具体而言，广告宣传中禁止出现任何关于产品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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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安全性的绝对化表述或承诺，同时不得明示或暗示所推广商品为维持健康不可或缺的产品。此外，

广告中所引用的科研数据、统计信息、调研结论、文献摘录及引用内容等，均须确保来源可靠、依据充

分。 
其次，根据违法所得数额衡量虚假广告罪的情节严重程度。建议在原有构成要件的基础上进行重塑，

将违法所得数额划分为不同区间，并设定相应的法律责任。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下的，可以视为情

节较轻，给予行政处罚；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应认定为情节严重，构成虚假广

告罪，给予刑事处罚；违法所得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应视为情节特别严重，加重刑事处罚。通过分

段处理方式，可以更精准地评估虚假广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从而实现对违法

行为的有效打击和积极预防。 

4.2. 司法角度：加强执法力度 

4.2.1. 优化司法解释 
对于虚假广告罪，优化司法解释是必要举措，有助于更准确地界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提高司法的公正性和效率。司法解释需要明确虚假广告的定义与范围细化虚假广告的具体情形如商品或

服务不存在的、性能功能夸大其词的、使用伪造数据作为证明材料的等。通过司法解释完善情节严重的

认定标准，量化违法所得数额，司法解释应明确违法所得数额的具体标准，达到一定数额即可认定为情

节严重。这一标准应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广告行业的实际情况等因素进行动态调整。除了违法所得

数额外，还应考虑虚假广告给消费者造成的实际损失。如给单个消费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达到一定

标准，或给多个消费者造成累计损失达到一定数额的，也应认定为情节严重。最后需要结合广告发布范

围与影响作为认定情节严重的依据。广告在多个媒体平台广泛传播，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应视为情节

严重。加强广告代言人的责任，对于明知或应知广告虚假仍进行推荐、证明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明确厂家对于主播的虚假广告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从而实现厂家对宣传行为的严格把关。司法解释

可以附带一些典型案例以便司法实践中能够参考和借鉴，这些案例应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指导性，能

够帮助法官更好地理解和适用法律。 

4.2.2. 加强技术手段与提高取证能力 
电商直播具有实时性、互动性和广泛传播性等特点，这使得虚假广告的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

电商直播中，虚假广告往往以口头宣传、文字描述或视频展示等形式出现，取证难度较大。司法机关可

以使用视频录制、音频提取、文字识别等技术，可以更加高效、准确地收集证据，为打击虚假广告罪提

供有力支持[9]。同时司法机关需要完善电子数据取证规范，制定和完善电商直播中电子数据取证的规范

和标准，明确取证程序、方法和要求。确保取证过程的合法性、客观性和真实性，避免证据被篡改或销

毁。定期对执法人员进行电子数据取证技术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实际操作能力。 

4.2.3. 建立健全的刑事责任追究协作机制 
加强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协作，市场监管部门负责广告内容的审查和监管，司法机关应与其建立信息

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共同打击虚假广告行为；加强与网络平台运营商的合作，电商平台和直播平台作

为广告发布的主要渠道，司法机关应与其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通过技术手段实时监控广告内容，及时

发现并处理虚假广告；保持与消费者保护组织的联动，消费者保护组织是消费者权益的守护者，司法机

关应与其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获取消费者投诉和举报信息，为打击虚假广告提供有力支持[10]。通过与市

场监管部门、网络平台运营商、消费者协会等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机制。通过跨

部门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打击电商直播中的虚假广告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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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守法角度：强化行业自律 

4.3.1. 建立直播平台信用评价体系 
建立直播平台信用评价体系旨在通过信用机制约束主播行为，提高直播内容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从

而保障消费者权益，促进直播行业的健康发展。该体系将根据主播的直播内容、产品质量、售后服务、

消费者评价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分。设定明确的评分标准和权重，确保评分的公正性和准确性。而后，根

据信用评分将主播划分为不同的信用等级。并对不同等级的主播实施不同的管理措施和激励政策，对存

在虚假宣传违规行为的主播进行相应处罚。建立举报和投诉机制，鼓励消费者积极参与监督。 
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实时采集和更新主播的直播内容、消费者反馈等数据。确保数据的时

效性，为信用评分体系提供信息支持。在直播平台上公示主播的信用等级和评分情况，便于消费者查询

和参考。提供便捷的查询渠道和方式，方便消费者快速找到信用良好的主播。对信用等级高的主播给予

流量扶持、优先推荐等激励政策。对信用等级低的主播实施严格的监管和处罚措施，形成正向激励与负

向约束的双重机制。引入行业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等第三方机构对主播行为进行监督和评估。定

期发布信用报告和评估结果，提高行业透明度和公信力，评估电商主播的信用状况以便消费者选择。 

4.3.2. 完善主播资质审核机制 
为避免虚假食品广告，完善主播资质审核机制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涉及食品销售的主播，应要求其

具备相关的食品科学知识、营养学知识或相关领域的专业背景。强制要求主播参加由平台或第三方机构

组织的食品安全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虚假广告的危害、如何识别虚假宣传等。建

立主播资质审核团队，对主播提交的材料进行全面、细致的审核。对部分主播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其工

作环境、仓储条件等是否符合食品安全要求。通过面试进一步了解主播的专业素养和表达能力。主播资

质应定期进行复审，确保其持续符合平台要求。对复审不合格的主播，应采取降级、限制直播权限或封

禁等措施。制定清晰、明确的主播黑名单标准，如涉及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严重违反平台规

定等。建立主播黑名单数据库，对列入黑名单的主播进行统一管理。在平台上公示黑名单主播名单，提

高消费者警惕性。设立黑名单主播的退出机制，根据其整改情况和表现决定是否恢复其直播权限。 

5. 结语 

电商直播中的虚假食品广告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其刑法规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和协作。首

先，立法机关应关注电商经济的新态势，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刑法的有效性和适应性。其次，

司法机关应细化对虚假广告罪的认定，提高司法公信力并对相关问题出具司法解释以避免立法滞后性的

缺陷。同时，电商平台和主播也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共同维护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最后，消费者也

应学会识别虚假广告，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当前刑法在规制虚假广告行为时面临着诸多难题，本文

在深入探讨这些难题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一些破解之策，以期能为构建更加健康、有序的电商直播环

境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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