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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直播因其具有交互性、沉浸感、参与

感，在推广特色产品、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深受一些网民喜

爱。与此同时，户外直播扰乱公共秩序、直播

带货虚假宣传等问题也备受关注。如何扬长

避短，让网络直播充盈正能量？记者进行了

采访。

网络直播火起来，助
力经济社会发展

“这就是我们合作社的山羊，都是‘喝着

山泉水、吃着山野菜’长大的……”

一大早，安徽舒城县志菊农民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张志菊一边赶羊出圈，一边用手机

做起了直播，销售羊肉等农产品。张志菊言

语幽默，她手机里不断闪出新订单提醒。

“通过直播，网友可以真实看到农产品的

生长环境、制作过程，买起来更放心。”这位

“90 后新农人”介绍，网络直播解决了山七镇

及周边乡镇近千户群众农副产品销售难的问

题，合作社农产品年销售额达到数百万元。

“直播带货可以缩短流通环节，促进优质

农业产品、特色品牌向标准化以及品牌化方

向发展，并延长农产品的产业链。”中国人民

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郑风田说，此外，直

播电商相比纯货架式电商，操作门槛更低，也

带动了新一代农民适应数字化发展趋势。

近年来，各部门及直播平台积极推进电

商 助 农 ，让 越 来 越 多 的 农 民 当 上 了“ 新 农

人”。仅在某电商平台，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 9 月直播间农特产讲解总时长就达 3778 万

小时。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

发布方案，提出深入发展“数商兴农”，开展直

播电商助农行动。 2023 年农村网络零售额

达到 2.49 万亿元。

不仅是电商直播，在文娱直播领域，近年

来也有许多优秀主播，积极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传播知识、普及法律等。

“燕燕侬是个小姑娘，侬做媒人不像样

……”唱腔精致，布景古雅。直播间里，一曲

沪剧《燕燕做媒》，数万观众在线观看。

2023 年 6 月，上海沪剧院的青年演员郜

逸萍第一次尝试了直播，没想到，短短两个多

月，就有了数万粉丝。

“清秀大方”“老弄堂里的天籁”……网友

的弹幕评论，让她信心倍增，也吸引戏曲界的

一些剧种主播前来“取经”。

如今，上海沪剧院的许多年轻演员开通

了直播。沪剧被越来越多观众，特别是年轻

人了解。

去年底，在文化和旅游部指导下，中国文

化馆协会和抖音直播联合发起乡村文化能人

直播扶持计划；中国科学院跨年科学演讲、大

学直播公开课等直播出圈；2024 年春，快手

推出“开学第一课”系列直播活动，直播观看

人数超 2135.5 万；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为未

成年人开展普法直播……网络直播火起来，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让人们感受到了强大的

正向力量。

一些不当直播损害
网民和社会公共利益

直播间人气愈发火爆，但与此同时，一些

主播为了追求流量，动起了“歪脑筋”，传播不

良信息，一些不当直播行为也扰乱了公共秩

序，损害了公共利益。

深夜 1 点，在某直播平台，两名女主播在

进行连线同时表演，由观看的网友为其投票

打赏。伴随着音乐，两名女主播各自跳舞，眼

看双方支持数接近，其中一名女主播做出低

俗动作，煽动大家支持自己。

“目前，平台不断加大对低俗直播内容的

监管查处力度，多数平台采取人工智能巡查

与人工审核相结合的监管方式。”中国政法大

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说，但深夜时

段，人工审核可能会出现缺位。

除了传播不良信息内容，一些主播还以

“编造剧本”、出位扮丑等方式博眼球、吸引流

量。不久前，王某某和覃某某事先编造“剧

本”，直播“线下约架”，吸引近 10 万人次围

观，被公安机关查处；去年，某主播在直播时，

一连喝下 4 瓶白酒，导致死亡。

朱巍表示，这类行为不仅传播虚假信息

和不良情绪，还易引起效仿。“一人因此走红，

会让更多人想要模仿。”

除了传播不良、低俗信息，一些主播在直

播中，特别是“直播带货”（电商直播）中，进行

虚假宣传，损害网民利益。

“皮肤干痒是因为缺水，一号链接产品就

能解决问题，只剩两单了，拍完不补……”

北京居民李璐（化名）偶然点进了一个医

美带货直播间，在主播一声声“超级低价错过

不再有”中，李璐花了数千元在直播间买了一

张“万能美肤卡”。

可当她到线下门店使用该卡时，“万能美

肤”却变成了基础护肤服务。对方还不断夸

大其皮肤问题，劝其购买更高端的护肤项目。

因涉及商品和服务交易，电商直播乱象

将直接损害广大网民的利益。“人民投诉”平

台数据显示，2023 年以来，“直播带货”投诉

量较高的问题在于质量问题、夸大（虚假）宣

传、退货退款难等。

“一些带货主播及其背后机构还运用各

种套路诱使消费者买单。”浙江省社会科学

院智库建设和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姜佳将

介绍，例如主播直播时，事先安排人不停下

单，造成产品被疯抢的假象，诱使观众加速

购买。“这种‘水军’刷量造势的‘玩法’在娱

乐直播中也很常见，例如用虚假的‘榜一大

哥’激起其他观看者的好胜心，诱使其进行

巨额打赏。”

而在娱乐直播中，一些主播的不当直播

行为，也会损害社会公众利益。不久前，一名

主播违规对正在隔离检疫期的非展区大熊猫

进行直播，被该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多次劝

告后仍不停止，最终被终身禁止进入中心。

“网络直播形式深受网民喜爱，除了防范

风险外，还要善于引导，让网络直播的积极价

值不断扩大，为社会提供正向价值。”北京大

学教授张颐武说。

加强执法监管，激励
优质内容生产

去年，四川凉山公安机关通报了一起涉

网络直播案件，引发广泛关注。

“我可以花 20 块钱去你家吃顿饭吗？”

2022 年 8 月，城市游客“赵灵儿”与大凉山男

青年“布曲”在凉山偶遇的视频走红网络。强

烈的反差感和浪漫的戏剧性氛围，让两人迅

速成为“网红”。其后，两人开始直播带货，销

售“大凉山农产品”。

然 而 ，2023 年 ，两 人 却 被 公 安 机 关 抓

获。原来，所谓淳朴善良的形象、“偶遇”等情

节，均为 MCN（多频道网络）公司设计编造，

用于博眼球。两人直播所售商品产地均不在

大凉山。目前，两人及其背后公司负责人均

被法院以虚假广告罪等判处有期徒刑。

凉山的这起案件，是近年来公安、司法、

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加大对涉直播违法犯

罪整治力度的体现。今年起，中央网信办部

署开展“清朗·网络直播领域虚假和低俗乱象

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制作“扮穷”“卖惨”

内容博眼球、在直播带货中进行虚假宣传等

问题；今年 3 月，最高检部署专项行动，其中

明确依法从严打击网络营销、直播带货等新

业态下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常见伪劣

商品违法犯罪。

执法亮剑，净风清气。而要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还需要立规矩管长远。

如何进一步完善制度，专家建议可以加

强主播信用管理。“现在一个账号出现问题，

一般是大网红才会被‘封脸’，其他靠‘卖惨、

擦边’获取流量的小网红，平台只会依规封掉

账号，账号背后的人、MCN 公司并不会受到

什么影响。”朱巍认为，这需要在后续的制度

完善中予以关注。

预防青少年沉迷是未来直播管理制度要

进一步加强的重点。

“我明明设置了青少年模式，怎么半夜还

能看直播呢？”北京市民孙杰（化名）发现，自

己读小学的儿子总是半夜偷拿手机看直播，

有时候还进行打赏。

通过暗中观察，孙杰发现某短视频直播

软件的问题：“即便使用青少年模式，孩子只

要退出当前账号，用另一个手机号重新注册

一个新账号，就能避开青少年模式。”

“相关部门的规则应该在现有基础上更

细化，督促平台设置更严密的青少年模式，防

止举措流于形式。”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于旭坤说，例如《移动互联

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征求意见稿）》就

提到，移动智能终端应在家长验证并确认后，

才能执行退出未成年人模式或恢复出厂设置

等操作。

中央民族乐团与某直播平台共同发起

“DOU 有国乐”计划，乐团百名艺术家入驻某

直播平台开启直播。目前，来自中央民族乐

团的艺术家“主播”们带来了数千场精彩直

播。去年 8 月，乐团艺术家们日常直播获得

的打赏流水已经达到了 200 余万元。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彪表示，通过直播

平台，为优秀传统文化“打赏”等现象，能激励

艺术家更好创作，形成良性循环，是一种有益

的双赢，对此要给予鼓励和保障。

“对于通过短视频直播平台进行知识普

及、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不仅要允许他们通

过直播付费、网络打赏等模式获取收入，还应

在政策层面加以鼓励与支持。”张颐武说。

重庆大学教授张小强建议，知识分享、优

秀传统文化等正能量领域主播，也要在直播

形式上贴近网友，让好的内容更有传播力。

让网络直播传递更多向上向善正能量
本报记者 金 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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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

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涉

企侵权信息乱象”专项行动，并于近

日公开曝光一批典型案例，旨在进

一步整治网络空间涉企侵权信息行

为，督促网站平台加强网上涉企信

息内容管理，维护企业、企业家合法

权益。

风清气正的网络环境也是良好

的营商环境。好的网络舆论环境有

助于企业健康发展。然而，近年来，

一些网络账号为非法牟利或攻击竞

争对手，通过捏造事实、恶意关联、

蓄意炒作等手段，发布涉企侵权信

息，不仅侵犯了企业的合法权益，有

的还对企业经营造成严重干扰，使

企业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面对一些混淆视听、颠倒黑白

的 网 络“ 喷 子 ”，企 业 往 往 疲 于 应

对。不久前，安徽芜湖弋江网安部

门破获一起“网络水军”案，犯罪嫌

疑人通过编发网络负面信息、差评

等，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相关上市

企业股价一度受到影响，企业负责

人苦不堪言，甚至对经营前景表示

担忧。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涉企言论

不能突破法律红线。涉企网络谣言

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对于

企业经营发展危害高，必须以法律

为准绳，给造谣者、抹黑者以惩罚，

以此敲响警钟。近年来，随着民法

典、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互

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等法律

法规的出台，网络立法更加健全，关

于涉企网络谣言的执法和处理更加

明确。去年 8 月，中央网信办印发

《网站平台受理处置涉企网络侵权

信息举报工作规范》，明确了 6 类涉

企网络侵权信息以及处置办法，划

明了网络涉企言论的法律红线，有

利于进一步杜绝具有误导性、谣言

性、侮辱性等性质的涉企言论在网

络空间滋生蔓延。

造谣成本低、维权成本高，造谣

“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必须向

网络造谣者“亮剑”，大力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乱象。相关部门要

持续加大对网络账号造谣和侵害企业名誉行为的惩治力度，

涉嫌违法犯罪的要依法严厉打击，让传播涉企侵权言论付出

沉重的代价。同时，要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督管理，压实平台

发现和制止谣言传播的责任，积极受理处置涉企网络侵权信

息举报，降低企业维权的门槛和成本，让不法分子无空可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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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吴先生就来到了四川成都邛崃

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准备自己开个食品小

店，来办理备案手续。”

一次性提交材料、现场实时审核，仅花了

半个小时，吴先生就完成了经营备案和执照

申领手续两项业务的并联办理，这让他很是

惊喜，“从一个想法到兑现落地，没想到‘开个

店’这么方便！”

减材料、减时间、少跑路，吴先生所感受

到的便捷服务，是成都市行政备案规范化、便

利化建设成果的一个具体体现。近年来，成

都市将行政备案规范管理改革作为“小切口”

发力点，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不断提

升行政备案规范化、便利化水平，进一步破

除市场准入隐形壁垒，降低经营主体制度性

交易成本，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行政备案改革

涉及面广、条线多、难度大，要通过立法明晰

标准、打通堵点、压实责任，以工作制度化推

动便民利企规范化。”成都市司法局有关负责

人 介 绍 ，不 久 前 ，《成 都 市 行 政 备 案 管 理 办

法》出台，将规范行政备案经验做法上升固化

为制度设计，其中事项精简等企业普遍关心

的多条建议被采纳。

成都大力推进行政备案“全程网办、简办

快办”。目前已实现公司备案、零售商促销备

案、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等 5 类、148 项的行政

备案事项“全程网办”，90%的事项承诺在一

个工作日内办结，“指尖一点、即备即办”。

为进一步提升行政效能，成都市通过建

立营业执照、电子印章等高频证照“数据池”，

经营主体办理后续行政备案，需要提供营业

执照、电子印章时，可直接入“池”提取，有效

避免重复提交材料等问题。按照“一次提交、

多次复用”原则，企业首次办事提交的纸质材

料扫描“入库”后，在后续备案过程中可直接

调用。

“该减的行政备案事项都要减下来，才

能真正为经营主体减负赋能。”成都市司法

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成都市已启动行

政备案事项清单编制工作，把市、县、镇三级

行政备案全部纳入“一张清单”管理，针对能

够通过部门协同、信息推送、数据共享等方

式获取信息的事项，或者能够通过事中事后

监管实现监督管理目的的事项，一律提出取

消建议，做到“清单之外无备案”。

加 强 对 行 政 备 案 实 施 的 监 督 ，才 能 摸

清底数、找准问题，更好回应企业群众法治

诉求。在一次座谈时，有企业反映，办理机

动 车 维 修 经 营 备 案 很 麻 烦 ，要 先 到 街 道 办

盖 章 之 后 才 能 到 交 通 运 输 部 门 进 行 备 案 。

成 都 市 司 法 局 工 作 人 员 了 解 到 这 一 诉 求

后，调取了有关备案卷宗，发现某区在办理

机动车维修经营备案时确实多了街道办盖

章的表格。

“经过核实，该区增设了备案门槛，没有

法定依据，我们现场反馈意见，对有关备案文

书模板进行了纠正。”成都市司法局行政执法

协调监督处郭晋希介绍。

记者了解到，成都建立健全行政备案定

期通报制度，及时发布典型案例，以个案纠

正推动类案整改。目前，已推动解决“以备

案 之 名 行 许 可 之 实 ”“违 规 增 设 隐 形 备 案 ”

“多头备案”等问题。下一步，成都市将分领

域 制 定 办 事 指 南 ，推 动 行 政 备 案 与 监 督 检

查、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数据共享，加快推

动同一事项在市域内“无差别受理、同标准

办 理 、全 流 程 可 视 ”，让 企 业 有 更 多 法 治 获

得感。

四川成都推动行政备案规范化、便利化——

企业有了更多法治获得感
本报记者 魏哲哲

【案情】因感情不和、长期遭受家庭暴力，邱女士选择与丈

夫张某分居。在两人孩子右耳手术后不久，邱女士与张某因

离婚问题发生争执。次日凌晨 1 时许，张某到邱女士和孩子

的住所再次进行滋扰，并对邱女士进行辱骂、殴打，后又对孩

子进行殴打。为防止孩子术耳受损，邱女士徒手制止无果后，

情急中拿起床头的水果刀向张某背部连刺三刀致其受伤。之

后，邱女士骑电动车将张某送医救治。经鉴定，张某损伤程度

为重伤二级。检察机关以邱女士犯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法

院最终认定，邱女士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依

法宣告邱女士无罪。

【说法】我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

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

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

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

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

处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

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

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

审理法院认为，邱女士因婚姻纠纷在分居期间遭受张某

的纠缠滋扰直至凌晨时分，自己和孩子先后遭受殴打。为防

止孩子手术不足一月的再造耳廓受损，邱女士在徒手制止张

某暴力侵害未果的情形下，持水果刀扎刺张某的行为符合正

当防卫的起因、时间、主观、对象等条件。

那么，邱女士的行为是否构成防卫过当呢？法院认为，是

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以足以制止并使防卫人免受家暴

不法侵害的需要为标准，根据防卫人所处的环境、面临的危险

程度、采取的制止暴力的手段、施暴人正在实施家暴的严重程

度、造成施暴人重大损害的程度以及既往家暴史等进行综合

判断。

法院认为，邱女士在自己遭到辱骂、殴打后，虽藏有刀

具，但未立即持刀反抗，而顺势放下刀具藏于床头，反映出

邱女士此时仍保持隐忍和克制。张某对孩子殴打时，具有

造成孩子再造耳廓严重受损的明显危险。邱女士徒手制止

无果后，情急之中持刀制止张某对孩子的伤害、避免严重损

害后果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判断邱女士的防卫行为是否明

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当充分体谅一个母亲为保护孩子免受

伤害的急迫心情，还应充分考虑孩子身体的特殊状况和邱

女士紧张焦虑状态下的正常应激反应。不能以事后冷静的

旁观者的立场，过分苛求防卫人“手段对等”，要设身处地对

事发起因、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后果、当时的客观情境等因

素进行综合判断。

（案例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本报记者魏哲哲整理）

制止正在进行的家暴

法院认定属正当防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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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

县平庄镇后坪村茶树菇基地，村民利用网络

直播销售茶树菇。 唐 鹏摄

图②：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区司法局直播

间内，律师在线上普法。

曹建雄摄

图③：浙江金华市金东区澧浦苗木城的

苗圃里，新农人在直播销售花卉盆景。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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