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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

时隔7个月，“辛巴燕窝事
件”迎来反转。

近日，广州仲裁委员会就
沭阳和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辛选集团旗下公司，下称“和
翊公司”）诉广州融昱贸易有限
公司（下称“融昱公司”）一案做
出终局裁决：确认融昱公司故意
误导辛选作出虚假、引人误解的
宣传行为，裁决融昱公司向和
翊公司支付赔偿款、赔偿损失。

“辛巴燕窝事件”发生后带
货主播辛巴一度被舆论推至风
口浪尖，并被贴上了“辛巴制假
售假”的标签。此次裁决，最终确
认了事实真相，这也意味着，曾沸
沸扬扬的事件发生实质性反转。

近年来，针对直播带货隐
忧，国家已经陆续出台了多部
法规，然而，在层层监管下直播
带货仍存在真空地带，该如何
填补监管死角已成为行业亟待
解决的痼疾。另一方面，曾经
意外失去信任的直播电商又该
如何重拾消费者信心？

逆风反转：辛巴胜诉

快手头部带货主播辛巴因
“燕窝事件”深陷舆论旋涡。

事情的发生还得追溯到去
年11月，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
发布视频，质疑在辛巴旗下主
播“时大漂亮”直播间购买的燕
窝系假燕窝。遭到质疑后，辛
巴曾现场直播用漏斗在燕窝产
品中过滤出凝固物并声称确系
燕窝，并展示相关检验报告，表
示其所售燕窝为合格产品。

随后，辛巴被“打假人”王
海公开质疑为“专业造假者”，
并在微博上晒出了中国广州分
析测试中心的报告。该报告显
示，此款燕窝产品蔗糖含量达
4.8％，成分表里碳水化合物为
5％，蛋白质含量为0，并称“时
大漂亮”在直播间中所售卖的

茗挚品牌就是糖水而非燕窝。
最终，辛巴团队在微博上

对此次燕窝事件进行道歉，并
称“确实存在夸大宣传，但品牌
方回避不见面、沟通不积极”，
遂决定“先行赔付”，召回直播
间卖出的全部燕窝并承诺退一
赔三，共计赔付6198万元。同
时，该微博还贴出了辛选与融
昱公司的合同，合同显示：“乙
方（茗挚品牌方）保证其提供的
……产品说明、介绍、图片等信
息资料不存在虚假，否则一切
损失和责任由乙方承担。”

有专业人士分析称，辛巴
方作为推广者，只需要承担连带
责任；然而产品责任的主体还是
在于品牌方，其主动承担赔付责
任实际上远超了其应该承担的
责任范围，甚至创下了直播电商
行业主播赔付的最高纪录。

去年12月23日，广州市场
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次事件作
出处罚决定，和翊公司罚款90
万；天猫“茗挚旗舰店”网店罚
款200万，吊销营业执照。因
认为融昱公司提供的产品说明
等资料存在虚假信息，误导涉
事主播进行了夸大宣传，和翊
公司于去年12月向广州仲裁
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融
昱公司支付其先行承担的赔偿
金，并就“夸大宣传”等欺诈行
为象征性赔偿损失1元。

今年6月30日，广州仲裁
委员会裁决书认定，融昱公司
为涉案茗挚燕窝的品牌方，和
翊公司则为直播带货的执行
方。融昱公司确实对和翊公司
进行了误导，和翊公司基于融
昱公司的误导作出了引人误解
的宣传行为，裁决融昱公司向
和翊公司支付赔偿款约3035
万元、象征性赔偿损失1元。

主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直播带货虽火爆，但这个
行当的责任并不小。

为助力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去年
5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
布《关于对拟发布新职业信息进
行公示的公告》中发布10个拟
新增职业信息，其中有互联网
营销师这个新的职业，明确指
出在“互联网营销师”职业下增
设“直播销售员”工种，标志着

“直播销售员”有了官方认证的
职业名称，这也意味着直播带货
的主播正式成为一种新职业。

新职业诞生的同时，其规
范和门槛也或将随之相应提
高。无论是过去传统的销售，
还是现在新兴的直播带货，其
商业模式的核心都是“人、货、
场”，而主播团队正是操纵这三
者的核心力量。主播团队是销
售员，同时也是把关人。主播
团队在选品、品牌授权和管理
规范上都有着重大的责任。

“‘燕窝事件’中厂家误导
了主播，广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这样的裁决是正确的。”中国人
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一方
面，让厂家承担责任有助于厂家
从源头上诚信经营，避免为主播
提供虚假的产品资料；另一方
面，主播也付出了声誉代价，警
惕所有直播主播不轻易为名不
副实的产品做形象代言。

受损声誉该如何重新拾起？
对此，记者联系了辛选集

团，其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
过去大半年的时间里，辛选内
部做了严格的整改，并进行了
选品全流程升级。“品控体系做
的一系列的升级和优化，可以用

‘六大节点’和‘三大举措’来概
括。”该负责人介绍，“六大节点”
即严控产品质量，其中包含资质
审查、工厂审核、样品测评、卖点
卡审核、生产跟进、客诉处理。
而对当初出过事的“商品卖点
卡”，则更是采取了非常严格的

“三审制”；“三大举措”则包含
了专家和第三方检测、团标制定

以及直播控制和主播培训。
具体来看，为了实现全流

程严格把关，辛选从内、外两个
层面进行了专业布局。外部来
看，辛选与华南农业大学、广州
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机构签署了
品控合作协议；同时，辛选联合
广东省市场协会、广州市标准化
研究院、广州市直播电子商务行
业协会以及相关的上下游机构，
在选品、电商售后等多层面开启
行业团标立项工作。内部来看，
辛选建立了专业的选品团队、质
量专家委员会，每个品类1—2
个专家来进行质量把控，并设有
直播现场的专门把控，共同保证
减少失误，保证直播的规范性。

在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
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看
来，带货主播们应提高法律意
识，规范自身行为。主播为自己
经营的产品宣传，其角色是产品
销售者，若宣传内容虚假，则涉
嫌构成欺诈罪；如果为商家做宣
传，其角色是广告经营者及广告
发布者，需要对作为广告主的商
家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尽
到审查义务，否则将涉嫌违反广
告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难以消除的真空地带

“辛巴燕窝事件”虽已落下
帷幕，但也为风口上的直播电
商敲了一记警钟。

乘着“互联网+”的顺风车，
直播电商日渐火爆。中国互联
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
我国直播电商用户规模达3.88
亿人，其中超过6成的人在直播
间买过商品。今年“6·18”大促
首日，李佳琦、薇娅直播间销售
额分别达到了 28.85 亿元和
24.32亿元，观看人次均超1亿。

然而，直播电商在赚得盆
满钵满的同时也滋生出不少乱
象，如虚假宣传、数据造假等问
题层出不穷，直播售假更是屡
见不鲜。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

《“双11”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
告》指出，2020年仅“双11”期
间，该协会就收到了33.4万余
条与直播电商有关的投诉，消
费负面信息主要集中在明星带
货涉嫌刷单造假和售后服务满
意度低、体验较差两个方面。

因此，也有不少人认为，直
播电商发展过程中，对消费者福
利带来了不利影响。对此，中国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互联网
经济研究室主任李勇坚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称：“不能以个别事
件来否定直播电商的价值。”

李勇坚认为，理论上，直
播电商这种形式的出现，由主
播以专业选品、先行承担责任
等方式，充当了消费者进行消
费的看门人。“看门人解决了
消费者的两个巨大难题：一个
是如何选择更好的消费品问
题，看门人在某种程度上减少
了消费者的选择成本，如在直
播电商中，主播及其团队通过
专业化选品，利用规模经济优
势，极大地降低了消费者的选
择成本；另一个则是低成本解
决了消费者遇到的各种权益受
到损害的情况，降低了消费者
的维权成本。在消费过程中，
消费者如遇到权益受损的情
况，其维权成本非常高。在直
播电商中，通过主播先行赔付、
协助消费者进行维权、集体维
权等方式，极大地降低了消费
者的维权成本。例如，在‘辛巴
燕窝事件’中，消费者通过直播
间依法获得了三倍赔偿。消费
者的维权成本非常低。而如果
这个事件没有直播机构作为中
介，消费者直接找品牌厂家，即
广州融昱贸易有限公司，维权
成本会非常高。”他说。

实际上，针对直播带货行业
痼疾，国家已陆续出台多部法
规，包括《市场监督总局关于加
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
导意见》《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
法》《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
行）》等，对直播带货行业进行规
范，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建设。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
局长甘霖更是直言，线上没有法
外之地，线上线下都要遵守法
律。他说：“下一步，要把网络直
播的‘人、货、场’，‘台前幕后’各
类主体，‘线上线下’各项要素纳
入监管范围。”

但层层监管之下，直播带
货仍存真空地带。“互联网再大
也大不过法网。”刘俊海坦言，虽
然相关法规的出台为直播带货行
业戴上法治“金箍”，在一定程度
上可有效整治行业乱象。但违法
者违法成本低于违法收益、消费
者维权成本高于维权收益、监管
仍存漏洞是造成直播带货违规
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的关键原因。

刘俊海进一步指出，直播
带货的规范体系完备后，下一
步要抓紧实施体系、监督体系、
问责体系的建设。

““辛巴事件辛巴事件””反转反转,,直播带货仍存直播带货仍存““真空真空””

中国（北京）国际视听集成设备
与技术展览会在京举行

7月21日-23日，2021中国北京

国际视听集成设备与技术展览会在

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次展览是亚

太地区规模盛大的专业视听和集成

体验解决方案商贸展会，其领域横

跨了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教育、

医疗等多个不同的垂直行业。本届

展会9个展厅汇集了400家展商，涵

盖了餐饮、娱乐、舞台演出、航空展

览展示等多个行业应用。

据了解，本届展会还首创混合

式展会体验，同步呈现实体展览会

和虚拟线上平台，帮助参观者享受

更完整的双期式观展体验。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