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mmerce Letters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6), 2047-2054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61958 

文章引用: 李廷欢. 论电商直播带货中关于带货平台的法律责任[J]. 电子商务评论, 2025, 14(6): 2047-2054.  
DOI: 10.12677/ecl.2025.1461958 

 
 

论电商直播带货中关于带货平台的法律责任 

李廷欢 

贵州大学法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5年4月28日；录用日期：2025年5月20日；发布日期：2025年6月20日 

 
 

 
摘  要 

网络直播带货作为新兴电商模式，在推动消费升级的同时，也因法律规制滞后而频发虚假宣传、商品质

量侵权等问题。本文以直播平台的法律责任为核心，结合《电子商务法》《广告法》等法律框架，探讨

平台在事前审查、事中监管与事后处置中的义务边界。通过分析典型案例，揭示现行法律对平台角色定

位的模糊性以及责任认定的适用困境，指出直播平台兼具信息发布者与交易撮合者双重角色，需承担实

质审查义务；而法律体系责任划分的缺失加剧了消费者维权难度，基于此，本文提出构建分级分类监管

机制、强化技术赋能合规审查、引入专项保险赔付制度等优化路径，旨在平衡产业创新与消费者权益保

护，推动形成法律约束，技术监管和行业自律协调的治理框架，为完善网络直播带货法律规制提供理论

支持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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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emerging e-commerce model, live-streaming sales have propelled the upgrade of consump-
tion while also giving rise to frequent issues such as false advertising and product quality infringe-
ments due to the lag in legal regulation. Focusing on the legal liability of live-streaming platform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61958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61958
https://www.hanspub.org/


李廷欢 
 

 

DOI: 10.12677/ecl.2025.1461958 2048 电子商务评论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bligations of platforms in pre-event review, mid-event supervision, and 
post-event handling within the legal framework of the “E-Commerce Law”, the “Advertising Law”, 
and other relevant regulations. By analyzing typical case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ambiguity in the 
legal positioning of platforms and the challenges in liability determination under current laws. It 
points out that live-streaming platforms, acting as both information disseminators and transaction 
facilitators, should bear substantive review obligations. The lack of clear responsibility allocation 
in the legal system further complicates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iered and categorized regulatory mechanism, the enhance-
ment of technology-enabled compliance review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a specialized insurance 
compensation system as optimization paths. These measures aim to balance industrial innovation 
with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and to promote a coordinated governance framework integrating 
legal constraints, technological supervision, and industry self-regulation. This research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legal regulation in live-stream-
ing sales. 

 
Keywords 
Live-Streaming Sales, Legal Regulation, Live Streaming Platforms, Legal Liability, E-Commerce 

 
 

Copyright ©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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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如今，随着计算机和网络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逐渐走上商业化、大众化，大数据、云计算

等都预示着传统商业形态正在发生重大变革。此后，随着信息全球化和网络服务的蓬勃兴起，电子商务

大规模发展，使得传统商品经济领域发生了一场深刻变革。直至 2016 年 3 月，电子商务平台正式上线直

播，这也就标志着我国电子商务行业拉开新的帷幕，直播电商由此启航。“网络直播等视频直播技术的

创新不再局限于娱乐业，以电商直播为代表的垂直类直播日益嵌入社会经济生活，正在推动并重新构建

我国的产业结构。在当前的直播电商背景下，分析媒体电商行业的发展战略，对于电子商务和传媒行业

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1]。 
在互联网直播带货过程中涉及多方主体，包含直播平台、带货主播及消费者。带货主播是近年来新

兴起来的职业，法律对其还没有完整统一定义。直播带货改变人们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社会经济

发展，但是与此同时，直播带货的侵权事件也时常发生。例如，主播辛某售假燕窝，之后被打假人指出

销售燕窝实际上是糖水 1，“网红直播售酒”事件，被质疑是假酒，而且涉及虚假宣传，单场直播成交量

达 3500 万元 2；在 2025 年 3·15 晚会中，翻新卫生巾，纸尿裤二次销售，一次性内裤徒手制作不灭菌等

问题，也为直播带货行业敲响了警钟 3。在这些侵权案件背后，直播带货消费者向商家进行维权的过程中

也暴露出行业法律规范不足、监管不到位的情况。带货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广告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由于直播带货是新兴行业，这些法律还未对直播带货有明确规定，这

Open Access

 

 

1来源于新华社对辛巴带货假燕窝处罚通报报道：https://weibo.com/1699432410/4585362519754269。 
2财经自媒体每日经济新闻报道：https://weibo.com/1649173367/5048757420556875。 
3新华社对于 315 晚会曝光问题初步核查处置情况报道：https://weibo.com/1699432410/5144597123828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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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被侵权难以保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直播带货平台作为直播带货交易场所的提供者，在其中或多或

少，或长期或短期的获得了部分收益，且其作为交易场所的提供者负有防止平台内风险发生的义务，当

直播带货侵权案件屡屡发生时是否意味着直播带货平台因未能完全履行义务而需承担相应的责任，若需

承担责任又当承担何种责任，如何承担责任，这对维护直播带货活动中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

义”[2]。 

1.2. 研究意义 

首先，对我国直播带货平台侵权责任的现状进行研究，归纳出带货中直播带货平台侵权责任的认定

及承担责任中存在的问题，为完善直播带货侵权的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其次，也有助于完善关于直播带

货中责任分配的相关管理法律法规。最后，通过深入分析平台责任，有助于督促直播带货平台认真地履

行应尽的义务，防范直播带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同时也有助于帮助消费者在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

能够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通过对平台监督和对消费者维权两方面，更好促进电子商务发展，

进一步激发市场经济活力。 

1.3. 研究方法 

1) 规范分析法：查找有关电商直播带货可能涉及的法律法规，包括《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广告法》《网络直播带货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规定。以法律为依据，分析直播带货过程

中涉及的主体以及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 
2) 文献分析法：收集整理与直播带货以及带货平台法律责任认定相关的著作、期刊、论文等资料，

仔细阅读，汲取有用的经验，使研究主题理论基础更加充实，文章饱满。 

2. 理论基础与法律依据 

2.1. 概念界定 

1) 网络直播带货，直播带货是直播营销的其中一个环节[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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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以上定义存在的不足就是定义内容简单，列举又不能穷举，因此会出现定义漏洞，如商

品销售者在自己的官网开展直播营销活动、商品销售者在合作的公益平台开展直播营销活动等，在这些

情形下，不能将销售者自己的网站和与销售者有合作的公益平台定义为直播营销平台。因此，也不能简

单地把直播带货平台定义为“在网络直播带货中提供直播服务的各类平台”，而是根据一般直播带货平

台性质，总结定义要件[4]。 
2) 直播带货平台的法律特征，直播带货目前来说是一种较为新颖的营销模式，涉及多方主体。直播

带货区别于一般的网络服务的特征包括以下几点，其一，主体的多元性。在直播带货过程中出现侵权事

件，可能是某一参与主体为被侵权人，或者第三者作为侵权人或者被侵权人参与到直播带货过程中。其

二，时间的短暂性，直播结束之后的平台是否还应该被认定为直播带货平台，需要按照其所提供的其他

服务来确定平台的法律性质。如果平台向消费者和商品销售者提供网络交易服务，那么此时的平台认定

为电子商务平台，若直播结束后并未提供其他的服务，也即此时平台未参与直播结束后的网络商品交易

中，不能认定为直播带货平台[5]。也就是说直播带货始于直播开始，终于直播结束，相较于一般网络信

息服务行为其具有使用时间短暂性的特征。最后，行为的即时性，电商直播带货的主播与消费者之间的

互动是即时的。主播与消费者在线交流，消费者了解产品信息，主播向消费者介绍信息等等都是即时性

 

 

4参见《网络直播带货管理办法(试行)》第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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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6]。 

2.2. 法律框架 

1) 直播平台提供服务并且参与带货服务时，依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平台需要承担

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注意义务和合理停止服务义务不变，但承担的审核义务由身份资质上的形式审核

进一步扩张到对直播内容和销售产品质量的实质审查，若未履行该义务，则平台需要对侵权行为所造成

的损害负连带责任，若未履行注意义务中的通知以及采取必要措施的相应义务，则对侵权行为造成的损

害的损失部分与其他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2) 我国《民法典》中关于直播带货平台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体现在第 1198 条，直播带货平台从

其功能以及性质等方面，可以将平台定义为网络经营空间同时也是向用户公开的公共空间，在对法条中

的“经营场所、公共场所”做扩大解释时，直播带货平台实际上是属于“经营空间、公共空间”的经营

者、管理者，应该履行空间安全保障的相关义务[7]。 
3) 《电子商务法》中的第 38 条、第 79 条、第 83 条也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

承担的法律责任作了相应的规定。这无疑是加强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审核义务。第 38 条第 1 款规定

了在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情况下的责任承担问题，即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8]。
第 79 条则是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如果在未履行网络安全保障义务的时候，应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 

4)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18 条，规定了经营者对其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人身、财产安全负有相应

的保障义务。 

2.3. 直播平台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 

2.3.1. 事前审查义务 
主体资质的审核：平台需要核验商家营业执照，主播身份及商品合规性。在我国的《商品质量法》

以及《电子商务法》中都规定了生产者，消费者，电子商务经营者需要对商品质量负保证责任，对主播

的法律责任未明确规定[9]。较为典型的案例就是“辛巴糖水燕窝案”，产品价格高，商家获利多。平台

因为没有严格审核燕窝资质被行政处罚。该团队在售卖该商品时，仅仅对消费者宣称产品为“足量燕窝”，

并没有对产品实际是“风味饮料”的事实进行说明；这一行为涉及虚假广告宣传，违反了《反不正当竞

争法》，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一行为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知情权[10]。 
侵害信息真实性的核验：平台需要通过技术手段确保商品描述与实物一致，避免出现货不对版的情

况。因为消费者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与商家及直播带货主播之间在经济信息及有关交易信息的占有

量方面存在较严重的不对称的情况，在交易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11]。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电子商务法》

中 38 条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未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尽到审查义务时，应该对平台内经营者利用

平台提供的服务造成消费者损失承担相应责任，对未履行审核义务的电子商务平台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4]。 

2.3.2. 事中监督管理义务 
实时内容监控，由于此项工作量较大，平台可以借助技术手段，提高侵权检测和处理的效率。随着

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电商直播带货平台可以运用这些技术对直播内容进

行检测，及时发现并处理侵权事件，以保护消费者地合法权益。“为了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建立主播‘品

牌关系’信息披露制度，解决直播广告隐蔽性带来的系列问题。在完善直播平台法律责任方面，当内容

平台能够在平台内实现交易闭环时，应当认定为具备电子商务平台属性，承担用户信息管理及保障平台

交易安全责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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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干预措施：直播带货平台需要采取限流，中断直播等手段制止违规行为。如直播间存在传播淫

秽、色情、暴力等的违规行为，应该对主播作出相应的处罚，平台也需要承担责任。 

2.3.3. 事后处置义务 
网络直播带货平台应该建立投诉响应机制：网络直播平台作为提供“直播带货”服务的第三方主体，

我国法律目前对网络交易平台规定了较多的第三方责任。网络交易平台既不是违法行为的实施者，也不

是违法行为的受害者，但作为第三方提供网络服务的主体，网络平台需要被迫履行一些违法行为的发现

与阻止工作[13]。平台需要建立高效的用户投诉渠道，以方便消费者能够维护权益，若平台处理滞后有可

能与电商直播带货商承担连带责任。网络直播平台作为交易场所提供者，依据《电子商务法》应履行对

入驻商家及主播的资质审核、交易信息记录保存、违规行为制止等义务。如平台未尽到上述义务，导致

消费者权益受损，可能需承担连带责任。 

3. 有关直播带货平台法律规制的现存问题与成因分析 

随着直播带货行业的发展，可以发现产品质量、虚假宣传以及刷单、消费者维权等各类纠纷在我国

确有相关法律进行规范，但实践中在具体适用法律时却还存在着较多问题。直播带货是网络直播和电子

商务的结合，直播带货过程参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合作模式以及方式复杂多样，而现存的法律法规和部

门规章在解决这些纠纷时难以确定责任主体及其相应的责任。因此在进行法律责任认定时会出现以下问

题。 

3.1. 法律适用困境：规范滞后且体系缺位 

1) 既有规定较为庞杂且适配性不足。这需要进行体系化梳理与解释，现行法律的一些规定不符合直

播带货的实际状况。例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当时制定时并未预见到直播带货中新出现的虚假刷点

赞量、粉丝量、互动量以及销量等虚假刷单等等问题。针对网络电商直播带货的法律规定目前主要包括

《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但是这些现存的普适性法律难以广泛适用于当下商业创

新所带来的网络直播带货新业态，不能有效规范快速发展的直播带货[14]。 
2) 法律性质界定模糊。网络直播带货的法律规制相对冗杂，对于直播带货的“广告属性”与“交易

属性”尚未明确。未出现有关网络直播带货是商业广告的直接表述，也未说明网络直播带货过程中出现

的哪种行为才符合商业广告。所以在解决直播带货的各类纠纷时，才会陷入各参与主体法律责任的认定

困境，一是因为当前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和明确，适用难度大，二是因为直播带货的法律性质还存在争

议。 

3.2. 责任主体认定困境：直播带货中角色交叉与权责不清 

1) 主播法律身份争议。根据我国现行相关法律，对直播带货各类纠纷中责任主体的认定不够明确。

在我国《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中将“为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产品”的责任主

体规定为“销售者”或“经营者”，该规定与传统的买卖关系或电子交易关系中的销售者、经营者身份相

匹配，但在直播带货过程中，产品商家和带货主播都参与了产品的销售过程，商家的确可以作为销售者、

经营者，但是对于同时出现在纠纷中的主播，其责任主体的认定并不明确。对于主播的认定，《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将虚假宣传的主体身份定位于经营者，有的还包括销售，《广告法》则定位于四类广告主

体，但均缺乏对主播的身份定位[15]。基于我国现有法律，这种争议还未得到有效解决。 
2) 直播平台角色定位模糊。直播平台有信息发布者和交易撮合者的双重属性，理应管理好平台，但

是平台中蒙蔽式销售乱象频现，直播带货中欺骗消费者、售假卖假的行为频频多发，具体包括诱导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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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数据造假，虚假宣传[14]。对于虚假宣传在现在的直播中是屡见不鲜，普通的网络用户如果能够被

直播带货广告中宣传的虚假信息所影响，从而使自己对商品或服务陷入了错误的认识，该广告就可以被

认定为具有虚假宣传行为的广告[16]。 

3.3. 直播带货监管效能不足：技术滞后与执法分散 

1) 技术手段落后，直播平台对于直播内容实时监控难度大，并且包括对于电商直播的内容审核不严

格，用户隐私保护不足，网络直播平台的版权保护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都有待于进一步解决完善。 
2) 跨部门合作缺乏协调，网信办以及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的职责交叉，缺乏联合执法机制，导致

对于直播带货的市场监督重复或者落空，各部门执法分散，难以互相配合。 

4. 直播带货平台法律规制的优化路径与对策建议 

我国直播带货行业目前正在蓬勃发展，但是现实中仍然会存在较多问题。法律纠纷复杂且多种多样，

但由于难以确定“直播带货”的性质、各参与主体在纠纷中的法律身份以及责任划分，使得各类纠纷难

以准确适用合适的法律解决矛盾纠纷，会让行业发展遭遇一些法律风险。因此，基于前文的分析，笔者

为防范直播带货的法律风险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完善立法体系，使法律适配性与精细化并重 

1) 针对前文提到的第一点困境，当下需要做的是完善立法，推动法律修订与解释，建立体系化法律

规范。在解决直播带货的各类法律纠纷时，可以发现其所涉及的法律范围很广泛，网络直播、电子商务、

消费者权益等等都有专门的法律进行调整和规范。而当适用这些法律来解决直播带货纠纷时，却发现现

有的法律在直播带货领域出现了不适用的现象。深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法律法规制定时间较早，并没

有预见和考虑到会出现直播带货这一新型电子商务营销模式。因此要解决直播带货的纠纷，首先要将已

有的法律法规内容进行完善、补充和解释，使得法律在调整直播带货时形成完整而协调的体系，保证适

用法律解决纠纷时互相之间不会产生冲突。修订《电子商务法》《广告法》等，明确直播带货属性以及平

台的审查义务，增设“虚假刷单”“数据造假”等行为的处罚条款。进一步完善直播带货平台的法律义

务，在现有直播带货平台法律义务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明确相应的法律义务内容，以更为精细

和完善的制度实现直播带货领域的法治目的[17]。 
2) 构建分级分类的监管机制，根据直播带货平台的规模，直播带货商品的类型等细化监管层级，进

一步明确直播带货平台事前审查，事中监管，事后处置的具体标准。在《电子商务法》《反不正当竞争

法》《广告法》等法律中明确直播带货平台属性，对于网络直播带货下明确的定义，方便各种主体在解

决纠纷时不出现分歧。 

4.2. 明确直播带货中的主体责任 

1) 细化直播带货中主播的法律身份，将主播规定为《广告法》中的广告代言人，进而明确主播对于

其所销售的商品质量的连带责任。但是对于自产自销的带货主播应当定义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

销售者，适用有关销售者的法律规定。因直播带货的参与主体之间合作方式多种多样，在各类纠纷中会

产生复杂的法律关系，需要明确各主体的责任，法律应当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进一步细化和分类，从

而更加明确划分各主体的责任范围。在认定各参与主体的法律责任时，需要研究各纠纷冲突方的法律特

点，明确责任认定条件，从而对各方的法律责任进行科学、合理地细化，以实现快速适用相关法律法规

解决纠纷的目的。同时对于各参与主体法律责任的划分，要秉持宽严相济，过罚相当的原则，也就是责

任处罚等既不能太过于轻而达不到约束作用，也不能太过于重而影响直播带货行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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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厘清直播带货平台义务边界，直播带货是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互联网直播的方式进行商品宣传

和销售交易，具有即时性、互动性以及交易性的特点。所以需要区分平台在不同场景下的角色，在直播

带货期间承担“内容审查者”责任，在交易结束闭环中承担“电子商务平台”责任，以此避免直播带货平

台责任的泛化。 

4.3. 强化技术监管，使直播带货智能化与协同化结合 

1) 引入大数据技术，开发智能检测系统，实时识别虚假宣传，诱导交易等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实

现违规内容自动预警与阻断。要求加强对直播带货活动的监管，相关部门应创新互联网监管方式，提高

网络监管技术手段，吸纳专业技术型人才加入网络监管执法团队，利用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直播带货

行业最大限度进行全面监管。尤其是较为严重的虚假宣传以及刷量问题，对于这种利用技术手段破坏市

场竞争、扰乱交易秩序的行为，相关部门必须严格监管、严肃处理。同时，通过技术手段的创新，实现问

题的源头治理，提高执法的效率，快速搜集网络直播带货过程出现的违规违法行为的线索，及时办理相

关案件。 
2) 构建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建立全国性的监管数据共享平台，协调网信办，市场监督管理局的部

门职责，实现一案联合审查模式，提升执法的效率。直播带货行业的监管涉及网信办、市场监管局、文

化、网络安全等等多个部门，这些部门不仅需要履行自己相应的职责，还应该建立起各部门之间合作模

式，打造协调运作的联合执法模式。因为直播带货活动具有跨地域的特性，产品商家、带货主播、直播

平台、直播平台用户等散落在全国各个地方，以上提到的主体都通过网络技术，实现即时直播互动、网

络交易。因此必须要求各部门进行跨地域、跨部门的联合执法，共享网络监督执法数据和信息，以达到

规避部门间重复治理，执法效率低下的问题，优化各部门之间合作模式，提高执法效率，同时强化政府

监督能力。 

4.4. 推动直播带货行业自律，让惩戒机制与风险防范并行 

1) 建立“黑名单”与信用评价制度，对违规的直播带货主播以及商家实行行业禁止惩罚，并且通过

信用公示的方式倒逼商家和主播合规经营。消解直播带货参与者的多重风险：建立带货主播的准入机制，

同时，实时跟踪监督的直播平台。通过这两种方式，加大对营销行为的审查力度和带货行为规范，对违

规的内容实现精准预警和及时阻断。在法律框架下进行“直播带货”活动，建立“黑名单”惩戒机制[18]。 
2) 引入专项保险和赔付机制，要求各直播带货平台设立消费者保障基金，联合保险公司开发“直播

带货责任险”，分散侵权给消费者带来的潜在风险。有效防范和化解直播带货行为导致的商家难以承担

的法律责任。实现外部监督与行业自律的协调统一。同时，平台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也需要加强对于入驻

直播带货的经营者的资格审查，规范直播间主播的言语行为。消费者在维护权益时，应该主动配合调查

取证，为消费者提供有效的投诉维权渠道[19]。 

5. 总结 

网络直播带货中，直播平台作为连接主播、商家与消费者的核心枢纽，其法律责任需在动态监管与

法律解释中逐步明晰。本文研究表明，平台的法律责任应贯穿交易全流程：事前需严格履行资质审核与

信息核验义务，事中需借助技术手段实现实时内容监控与违规干预，事后需完善投诉处理与数据追溯机

制。当前法律体系对平台角色定位的模糊性、审查义务的尺度争议以及消费者举证困境，亟需通过立法

细化与司法实践突破。未来，应推动《电子商务法》《广告法》等法律与直播带货的适配性修订。唯有构

建法律约束，技术监管与行业自律的协同治理框架，方能实现直播电商的可持续发展，保障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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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场秩序的良性互动。本文聚焦直播平台的法律责任，本文提出分级分类监管、技术赋能审查、专项

保险赔付等优化路径，旨在平衡产业创新与消费者权益保护。具体而言，完善立法需体系化整合既有法

律，细化主体间法律关系，明确平台、主播与商家的边界；强化技术监管与联合执法，可提升虚假宣传

与数据造假等行为的治理效率；引入行业自律与“黑名单”机制，则有助于构建多方协同的治理格局。

本研究不仅为厘清直播平台法律责任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为完善法律规制、优化监管框架提出了实践参

考。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平台算法责任、跨境直播带货的法律冲突等新兴议题，以应对技术迭代与商

业模式创新带来的挑战，推动直播电商行业的规范化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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