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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直播带货是在线直播与网络购物相结合的一种新型在线购物形式，在信息交互、购物体验等方面实

现了对传统网购的拓展，但其本质上仍是传统网购模式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延续。网络直播带货在推动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质量瑕疵、虚假宣传、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等监管问题，严重侵害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并有损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因此，本文认为国家和有关部门应加快制定规范可行

的监管法律，从立法和执法上共同构建多元协同共治的法律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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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line live streaming sales is a new form of online shopping that combines online live streaming 
with online shopping. It expands traditional online shopping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shopping experience, but it is still a continuation of traditional online shopping models in the field 
of e-commerce. While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online live streaming 
sales still face regulatory issues such as quality defects, false advertising, tax evasion, and other il-
legal behaviors, which seriously infringe on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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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mine the market order of fair competi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he state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should accelerate the formulation of standardized and feasible regulatory 
laws, and jointly build a diverse and collaborative legal governan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egisl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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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电子商务行业发展迅速，特别是网

络直播进入电子商务领域并创下空前的销售业绩后，许多短视频平台逐步向电商平台靠拢，开始通过网

络直播带货的营销策略展开竞争，使原本庞大的电商队伍竞争愈发激烈。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市场残酷竞争的背后难免存在破坏交易秩序的行为，虽然“直播 + 营销”组合的网络直播带货并没有突

破传统电商的法律规制框架，但作为一种全新的营销模式，必然存在其特殊性，也不可避免地给法律治

理带来挑战。在完善法律治理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多元利益的协调，网络直播带货法律治理的最终目的

是维护公平和法治的市场秩序，实现法律和市场的良性互动。 

2. 研究综述 

在直播带货逐步进入我们生活的同时，针对网络直播带货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当前学界的探讨主要

集中在法律监管体系不健全，“直播带货”过程中存在虚假宣传以及消费者的个人权益保障不充分等方

面。路媛对互联网上新型的“直播带货”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发展模式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那就

是直播带货是一种虚假的广告，很多主播都是在炒作自己的直播间，以此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制

造出一种虚假的人气[1]。成栋，王振山，孙永波等人认为直播带货并不是传统电子商务领域的颠覆性创

新，而是在原有基础之上的改进与扩展。其核心并没有摆脱传统电商销售的商业实质，仍是提供优质的

产品与服务，这是其成功和发展的关键[2]。韩新远针对直播行业从业门槛低的问题，提出在明确主播责

任及直播平台义务、完善运行机制、健全保障机制等方面给出相关建议[3]。 
在已有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互联网上的直播带货对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是，

直播行业的从业门槛较低，法律关系种类繁多，消费者在遇到消费纠纷时，难以找到法律解决办法。所

以，本文选择了在网络直播带货过程中几个较为典型的问题，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

策，希望能够推动互联网直播带货新业态的蓬勃发展，同时也能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直播带货立法发展现状及其优势 

直播带货平台是一种新兴的电子商务模式，通过实时直播的形式进行产品推广和销售。这种平台通

过视听体验、实时互动和社交互动等特点，提供了独特的购物体验和优势。直播带货作为一种融合了直

播、社交和电商的新型购物方式，具有实时互动、视听体验、精准推广、社交互动和便捷购买等诸多优

势。这些优势使得直播带货在吸引消费者、促进销售和提升品牌影响力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成为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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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商家和消费者选择的营销工具[4]。伴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网络直播平台作为一种新的沟通交往方

式，已经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当今我国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网络直播平台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不仅增加了就业岗位促进了居民的自主就业，也带动了各地的资源

流动，是新时期网络的重大变革。 

4. 网络直播带货繁荣下的乱象丛生 

在行业繁荣的背后，同样也存在着一系列的负面问题，如法律法规指向性不足，商品质量难以保障，

直播行业从业要求低。使得网络直播平台面临着诸多的争议。因此，有必要对网络直播平台背后存在的

问题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完善我国对网络直播平台法律监管的对策，切实维护平台公众的合法权益，营

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一) 法律法规指向性不足 
电商直播具有互联网、社交、营销等多个技术规范要求，被包含在多部法律法规的规制范围以内。

电商直播的法律规范中，既有针对传统市场主体规制的《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

《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有具有互联网属性的《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

法》等规范，丰富的法律规范为电商直播活动权利人提供了多种救济的请求权基础，但实践中对于直播

带货中主播的法律地位、MCN 机构与主播间关系等问题的认定仍然存在较大争议。以 MCN 机构与其签

约主播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例，以往判例中法院主要考察两者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收益分配方式、是否

具有竞业禁止等劳动合同条款对协议进行定性，多数情况下法院将其认定为合作关系、行纪合同关系、

服务合同关系等非劳动关系，也有部分少数情况下认定为劳动合同关系。主体法律地位、法律关系的认

定需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考量，但也反映出将传统市场主体规制法律应用于直播电商行业还需要

针对直播电商行业特征明确具体认定标准。此外，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广电部门相继发布《互联

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见》，2021
年多个部门开始联合发布电商直播监管规范：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广电总局、工信部等七

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规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家网信办、公安部、商务部、文化和旅

游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七个部门联合发布《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部门规范性文件在直播带货行业

规制中具有及时反馈、针对性强的优势，成为指导、监管直播带货的主要依据，但在缺乏统筹和统一标

准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大量出台规章导致具体规范事项、职权行使上存在交叉重叠甚至冲突，部门间协

调配合不足、难以取得长期效果。 
(二) 直播市场从业要求低 
大部分的带货主播都是用自己的流量来引诱商家跟他们谈合作，让他们卖出自己想要的东西，然后

把他们想象不到的流量转化成商业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带货主播靠着精准投放广告赚到了巨额收入，

也收获了一大批粉丝。然而，很多主播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营销人员，在挑选商品、保证商品品质上存在

明显的欠缺。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因为文化素养不高，在直播中“屡屡翻车”。因为直播平台拥有庞

大的用户群，所以允许带货主播通过炒作和恶搞来博取人气，也会受到观众的追捧。而且，有些主播的

粉丝都是未成年人，放任这种行为，很可能会影响到未成年人的价值观，让他们学会这种不良的行为，

从而变成新的主播。这样下去，就会有一大批没有节操的主播聚集在一起。 
另外，相比于传统的实体店，消费者能够真切地感觉到产品的优劣，通过直播带货的方式，消费者

对产品的质量有了更多的认识，而不能真正地感受到产品的质量。由于大多数进入直播间的产品，只要

支付一定的“坑位费”，就能在直播间里出售商品，而在直播之前，是不可能对产品的品质进行严格审

查的。另外，由于主播和商家之间的利益联系，导致了大量的虚假宣传。一些主播为了赚钱，经常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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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一些不实的故事，声称自己亲自用过之后，这款产品的功效。但事实上，这位主播在做这件事之前，

根本就没有对这款产品有任何的了解，甚至连它的功效都是胡说八道，只是为了给产品做宣传。因此，

一大批“三无产品”、假冒伪劣产品和不能保证质量安全的产品在市场上泛滥，直播产品的质量也成为

社会关注的焦点。 
(三) 监管部门分工不明确 
在网络直播带货的发展中具有行政监管权力的主体纷繁复杂，加之各部门在工作中各自为政，进而

也导致了当前监管职责划分不明的现状。从性质上看，网络直播带货属于销售行为，受到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的监管；此外因为涉及互联网直播宣传，广播电视总局也具有监管职责；在消费者保护领域，因为

网络直播带货大量充斥着侵犯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因此消费者协会也对其进行监管。相关行政监管主体

过多，多个监管主体的责任划分看似清晰，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产生疏漏[5]。由于网络直播所带来的

内容信息量巨大且更新迅速，这使得政府部门面临巨大的挑战。同时由于涉及的部门繁多，日常的管理

工作中可能会出现各自为政、连接不够紧密的情况，这也使得难以实现监管合力。互联网进入我国市场

后，我国先后设立了多个参与治理的工作部门，呈现出“九龙治水”的格局。由于各个工作部门的职责

范围跨度大，再加上多个部门之间的交叉管理等因素，导致了监管上“真空区”的形成，这也相应地增

加了行政监管的复杂性。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国曾有过尝试创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该办公室负

责主导互联网资源的统筹和协调，同时也负责对互联网各方面工作的监管和管理。然而在实际工作中，

不仅没能实现设立该部门的初衷，在后续工作中还导致了该部门享有的监管权力的逐渐丧失，自身的监

管职能逐渐淡化，逐步沦为互联网管理的“后勤部门”。监管部门之间权责模糊的核心问题在于顶层制

度设计中缺少专门的监管部门进行指导。各部门之间的权责界定不明确，监管权力存在交叉和重叠，同

时在决策过程中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这种情况导致了多个部门在处理相同问题时竞相处理，在发生重

大复杂事件时出现推诿责任的现象。 

5. 网络直播带货监管完善策略 

(一) 出台严格健全的法律法规 
国家和有关部门应加快制定规范可行的监管法律，促进网络直播营销行业健康发展。网络直播带货

自身的互联网属性对立法的前瞻性、灵活性提出较高的要求，且由于网络直播带货往往涉及多个执法部

门，需牵头部门统筹协调各国家部委出台统一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由于现有政策文件多为管理办法侧

重行政约束力，缺乏较全面、系统的规定。此外，现有政策文件数量较多，各文件侧重点均不相同，又因

不同部委发布的文件仅对本体系内的执法人员有约束力，导致实际执法时存在“政策壁垒”及沟通成本。 
针对目前官方媒体报道焦点与公众讨论焦点不完全重合的问题，执法部门应建立舆情收集及分析系

统，通过微博等社交平台、小红书等直播平台广泛收集公众关于网络直播带货存在问题的讨论，针对目

前法律法规未覆盖的问题应展开科学、有前瞻性的分析，发布相应法律依据文件，应以明确目前执法过

程中因概念模糊无法定性的问题，此外还应将典型案例以及判罚结果、监管情况、改进效果等情况及时、

准确的向公众、主播、带货平台公布，积极响应群众诉求，也倒逼主播、带货平台履行相应义务。 
(二) 提高行业门槛 
目前国家并无关于“带货”主播入门资格的专门法律和法规。“直播带货”注册门槛低，只要拥有一

定的粉丝数量，就可以成为一名“带货”主播。从虚拟交易实践的统计来看，“带货”主播水平参差不

齐，应尽快建立“带货”主播准入机制，指导直播平台对开设直播带货的商家和个人进行资质审查和实

名认证，建立主播对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内容的考核机制[6]。
带货主播在直播带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目前的《网络直播管理办法》只规定了年龄，其年满 16 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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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开通直播进行带货销售。因此，主播们在进行直播时，需要先在直播间进行实名注册，然后提交相

关的征信报告，包括征信报告等。并且直播机构应完善主播的岗前职业培训制度，提高主播的道德素质

和个人修养。MCN 机构作为带货主播的培养单位，在责任承担上往往与主播深度绑定。因此其在对主播

的岗前职业技能培训上更要注重对主播道德素质的培养，而不仅仅局限于学习营销方式[7]。作为“带货”

的主播，也应当注重保护自身的名誉和形象。要对产品的性能、功能、用途、质量、成分等进行客观介绍

和描述，对“亲身试用”的产品及效果、使用感受等进行客观描述。不要为了追求利益而放任对产品质

量及商家经营资质的实质审查，以规避因自己发布虚假广告等行为可能涉及的多种法律责任。 
(三) 直播带货需各方明晰责任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全民共享共建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为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提供了全

新的思路指引，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此基础之上又增加了“共治”的概念，成为我国网络平台治理体系建

设的最新要求。互联网领域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理应深入贯彻共治理念，网络直播带货行业的健

康发展需要更多直播生态建设参与方的共同努力[8]。 
从协同治理的视角来看，立法体系的混乱、执法资源的分散以及社会监督渠道的固化不断挑战直播

场域法律治理体系的权威。对此，立法上要打造以纠纷主体为依据的治理规范体系，实现法律规范之间

的内部协调；执法上要借助大数据等技术强化监管能力，同时发挥平台自治和社会力量的效能，构建多

元协同共治的法律治理体系。 
因此，界定不同规制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构建适宜的规制结构是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从目前的发

展趋势来看，直播带货已经越来越深入到了各行各业，涉及到了很多方面的法律问题。但是如果分别设

置监管机构来进行监督这可能导致监管权限过于分散，并与目前简化政府部门的改革策略相冲突[9]。应

当设立一个跨行业管制协作机制，在现行的管制组织中选出最合适的领导组织，并将其职能划分清楚，

防止职能重叠造成资源浪费。与此同时，通过建立各个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交流通道，达到监督协作和

有效运作的目的。 

6. 结语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矛盾多样性和复杂性趋势明显，打破传统的法院司法机关解决纠纷的单一体制，

建立健全部门协调联动的纠纷多元化解工作体制机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

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10]。因此，通探索纠纷多元化解立法路径，明确立法模式和具体制度安排，为纠

纷多元化解提供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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