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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套路”频现

年中促销期间，各大电商平台再创销售
新纪录，直播带货成为各家抢先攻占的新领
地。然而，直播带货热度持续飙升的同时，
许多问题随之暴露。

中消协日前发布的“6·18”消费维权舆
情分析报告显示，今年“6·18”期间共收集
有关直播带货类的负面信息多达 11 万余条，
其中消费者投诉的“槽点”主要集中在产品
货不对板、夸大宣传功效、兜售“三无”产
品、售后服务难以保障等。

面对直播带货的诸多套路，不少商家沦
为“受害者”。据业内人士介绍，部分主播为
了获取新品牌方的合作，不断通过刷单和流
量造假欺骗商家并以此获利。为了赚取佣
金，更有甚者利用商家预支的坑位费进行刷

单，完成合同规定的销售任务后便分批退
货，或以二手交易等方式低价分销变现，将
实际损失转嫁商家承担。

不久前，某运动服饰品牌与某知名带货
主播达成合作，却在首场直播中“翻车”。据
该品牌负责人介绍，工厂依据主播运营方提
供的“百万级”销售数据提前大量备货，而
最终整场直播实际销售额却仅有 9 万元，商
家严重亏损。

“身边踩坑案例比较多，我们也不敢盲
目试水。”广东某企业电商负责人唐先生
说，现在直播带货合作费用飞涨，订单收
益却难以得到保障。“带货变‘带祸’，小
企业很难吃得消。”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表
示 ， 目 前 行 业 各 方 都 过 于 追 求 利 益 最 大
化 ， 规 范 、 监 管 等 重 要 环 节 却 被 直 接 忽
略，种种乱象便是这种粗放式发展带来的
直接后果。

规范标准接连出台

7月1日，由中国广告协会发布的《网络
直播营销行为规范》（下称《规范》） 正式实
施。这是国内目前出台的第一部关于网络直
播营销活动的专项规范，将对“直播带货”
起到规范引领作用。

《规范》中详细规定了商家、主播、平台
等各方在直播带货活动中的权利、义务与责
任。《规范》将此前争议最大的主播方定义为

“在网络直播营销活动中与用户直接互动交流
的人员”，并对主播提出多项要求，涵盖了直
播营销中的言行、提供商品的质量保证、不
得进行私下交易等。

针对直播电商夸大宣传、货不对板、产
品刷单等投诉较多的问题，《规范》也提出多
项措施，要求主播在直播活动中应当保证信

息真实、合法，不得对商品和服务进行虚假
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所有发布的商
品、服务内容与商品、服务链接应当保持一
致，且实时有效。

此外，主播向商家、网络直播营销平台
等提供的营销数据也必须真实，不得采取任
何形式进行流量等数据造假。《规定》还对直
播电商平台提出具体要求，明确平台方的监
管责任，督促入驻商家进行资质信息公示，
规范商家和主播交易行为，强化内部交易秩
序监督。

除了已实施的《规范》之外，中国商业联合
会牵头制订的《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
规范》和《网络购物诚信服务体系评价指南》等
各项标准、规范也将密集出台，形成规范体
系。相关举措将对行业术语和定义、“带货”产
品质量、网络主播行为等提出具体要求，为行
业设门槛、划底线、树标准、立规范。

逐步告别“粗放生长”

针对直播带货乱象的一系列标准、规范
接连出台，但要让整个行业进入规范化发展
阶段，进行有效监管、确保条款逐一落实就
成为关键。

有专家指出，《规范》虽从商家、主播、直播
平台等多方角度作出规定，但其本质仍是一份
自律文件，并不具有法律强制性。中央财经大
学文化与传媒学院院长刘双舟对此解释称，

《规范》虽不具强制性，但也可通过一定措施来
保障自律的有效实施，并视情况对涉嫌违法的
直播电商进行提示劝诫、督促整改、公开批评。

相对于 《规范》 本身，刘双舟认为执法
部门如何相互协作，运用《广告法》《电子商
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现有法律法规
进行有效执法更为关键。他建议，执法部门
应结合 《规范》 熟练掌握和运用各项法律法
规，开展更有针对性的执法，并及时公布典
型案例，从而更有效地治理直播带货乱象。

在法律措施外，相关部门还应开设专项
违法举报及维权平台、直播带货黑名单等多
维度的监管措施，将不规范、虚假的直播带
货行为纳入社会诚信考核体系，并对相关主
体采取经济处罚、禁止准入等规范化体系，
促使行业融入整体规范化监管之中。

目前，国家网信办等8部门已启动为期半
年的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行动，
其中包括对网络直播带货管理规则的探索实
施。业内人士指出，随着一系列标准的执行，
未来直播带货将更加有规可循、有据可依，但
要使“粗放生长”的直播带货行业完全规范化
发展，无疑还需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

题图：在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主播正
为当地产的一款农副产品直播带货。

黄志刚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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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金金 晨晨

近日，人社部联合多部门发布公告，在互联网营销师职业下正式增设“直播销售

员”工种，广大电商主播、带货网红们从此“转正”。然而诸多利好消息难以掩盖行业

“粗放式”发展的现实。一些明星、网红直播带货“翻车”引发舆论热议，货不对板、假

冒伪劣等引发的消费纠纷频频曝光。规范行业标准等为直播营销“刹车降速”的诸

多举措逐步提上日程。

在甘肃张掖甘州区明永镇的田间地头，主播正向消费者推广特产“金丝小枣脆
枣片”。 王 将摄 （人民图片）

在甘肃张掖甘州区明永镇的田间地头，主播正向消费者推广特产“金丝小枣脆
枣片”。 王 将摄 （人民图片）

7月13日，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工业园区冀南电商产业园，主播利用直播平台
销售服装。 胡高雷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