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四

2022年4月14日

编辑/温远灏

美编/李晓军

校对/郭海鹏

□ 本报记者 阮占江 帅标

  当众打屁股、用洗脚水洗头、往身上浇凉

水……在湖南长沙人头攒动的街头，聚集着

大量主播，他们中一些人以这样的表演来博

取流量，吸引粉丝打赏。

  近年来，长沙成为自带流量的“网红城

市”，吸引了全国各地主播陆续到长沙的城市

地标开展户外直播。这些主播大部分以分享

美食、打卡美景、展示才艺等为主。

  然而，《法治日报》记者走访了解到，也有

一些主播存在低俗、粗俗表演、“PK”博人眼

球等不文明行为，这些行为既有违公序良俗、

污染网络空间，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也影

响了居民生活、破坏了城市环境。

重拳出击

全面整治直播乱象

  随着短视频平台快速发展，户外直播的

热度居高不下，随之而来的“搭讪式”直播、

“骚扰式”直播也频频发生。

  早前，有一名女主播因直播PK失败，被

当众用拖鞋打屁股，后来越玩越大，直接泼洗

脚水。很多网友纷纷表示，这不仅扰民还有损

城市形象。

  “这种以低俗、粗俗表演博取眼球换流

量的不文明直播，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卖惨’‘低俗’等行为引发审丑文化仿

效、破坏网络生态，污染网络环境，盲目崇拜

金钱、流量，影响社会风气，误导普通民众尤

其是青少年。”长沙市委网信办有关负责人

介绍说。

  据群众反映，网红直播选址多为公园、广

场、黄兴路步行街以及湘江边上，人群量大，

很容易影响到他人。有的直播内容低俗，声音

还特别大，对周边住户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一位当地群众告诉记者：“有时候逛街莫

名其妙被人举个麦怼着脸采访，让人很反感。”

  为此，从去年开始，长沙市有关部门对户

外主播信息实施摸排，建立长沙市户外直播

账号清单，陆续在商圈开展了3次集中整治行

动，累计登记户外直播人员信息200余人。同

时，督促直播平台加强对网络主播身份和直

播内容的审核。

部门联动

建常态化监管机制

  3月24日，接群众举报，有网络主播涉嫌

开展低俗直播。天心区委网信办、天心区城管

执法大队、坡子街街道和坡子街派出所迅速

开展联合处置。经查，两名涉案网络主播在湘

江风光带文津渡段做出各种低俗动作并录

制、传播，画面不堪入目，让人“大跌眼镜”。

  天心区委网信办将该线索提交相关短视

频平台，平台方当日即对两名主播的8个账号

作出永久封禁处理。

  据长沙市委网信办主任周海毅介绍，针

对低俗网络直播的新问题、新动向，长沙市高

度重视，迅速部署开展全面摸底调查，建立并

完善网络主播账号等信息管理台账；联合公

安、网信、城管、文化执法等部门开展执法行

动，对低俗直播行为进行劝导、制止、处置；建

立公安、城管、文化执法等部门常态化巡查制

度，构建低俗直播常态化监管机制。

  记者采访了解到，此次整治行动与前期

整治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是平台主体责任压

得更实，监管力度更大；二是底数摸得更清，

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建立了更为完善、

丰富的台账，做到精准监管；三是区域联治、

部门联动更紧密，多方合力更强，防止跨区流

窜逃避监管。

  此次整治行动已取得一定成效：对134个

重点账号进行了人工回查处理，永久封禁12

个涉及低俗PK直播且影响十分恶劣的账号；

对15个存在低俗直播行为的典型违规账号封

禁30天；警告教育有违规倾向的主播31位。

  目前，已有多个短视频平台发布“打击低

俗和不良价值观内容和账号的公告”，从严制

定精细化审核标准；发挥平台公会组织作用，

教育引导一批低俗主播转型发展。

提高门槛

完善平台审核机制

  据了解，目前一些网络平台存在监管漏

洞。一方面，相关管理规定关于低俗、恶俗、粗

俗等内容缺乏明确定义和判断标准，加上一

些主播“打擦边球”，平台监管存在一定的难

度。另一方面，用户充值—购买虚拟礼物打赏

主播—平台从中抽成，形成了盈利闭环，部分

平台出于占领市场、获得更多经济效益等考

虑，对低俗直播的人工+技术审核不到位、直

播内容审核机制不完善，直播平台门槛低，对

主播的身份没有进行严格审核。

  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黄捷建议，加强对网

络平台的治理，特别是要完善监管措施，建立

网络主播实名制及信息共享“黑名单”体系；

提高直播门槛，从源头阻止直播内容的低俗

化。监管部门之间应加强联动，不定期开展网

络安全专项协查，扩大对违法行为的打击范

围，把限流封号落到实处，让平台不敢触碰

红线。

  周海毅建议国家有关部委加强工作联

动，完善工作机制，细化网络直播领域违法行

为处罚标准；在全网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项整

治，强力打击低俗网络直播等违法违规行为。

面向全社会公布举报方式，加强社会监督。组

织常态化监测巡控，对于履行主体责任不力

的各大网络平台加强监管和处置。

当众打屁股 用洗脚水洗头 往身上浇凉水

长沙多部门亮剑户外直播乱象

□ 本报记者 文丽娟

  收到货后，葛悦傻眼了——— 在直播间里“拼手速”

抢到的这箱荔枝，个头小味道淡，有些壳已经发黄、发

褐甚至有霉点，与他记忆里的“永兴荔枝王”截然不同。

  葛悦曾因为工作前往海南省海口市永兴镇多次，

当地独特的火山土壤让荔枝颇负盛名，高品质的荔枝

价格并不便宜。当听到主播在直播间卖力吆喝“大颗饱

满”“全网最低价”“买了绝对不吃亏”时，葛悦心动了，

支付89元买了3斤，没想到到手的荔枝品质这么差。

  与葛悦一样，在直播间购买食品后直呼“吃亏”的

消费者不在少数。

  近年来，直播带货行业犹如一辆风驰电掣的列车，

驶上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根据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

商务中心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1年中国直播电商产

业研究报告》，2021年我国直播带货整体规模接近两万

亿元。很多食品企业借助直播带货取得了不菲的销售

成绩，有数据显示，消费者通过直播带货方式购买食品

的比例达55.74%。

  然而，《法治日报》记者近日采访发现，巨大的市场

红利下，加上网络直播这种新型网络营销模式的发展，

使个人经营食品的门槛降低，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通过

直播带货等渠道进行食品销售，小作坊贴牌产品、“三

无”产品屡屡出现，夸大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安全隐患

等成为消费者投诉的重点。

虚假宣传诱导消费

买家收货懊恼不已

  “绝对新鲜”“几乎和鸡蛋大小差不多”……葛悦事

后回想自己冲动下单的原因，和主播在镜头前拨开壳

让观众感受荔枝肉的鲜嫩，又拿着鸡蛋在旁边比对大

小有一定关系。直观的视觉冲击力，让葛悦相信店家卖

的就是“永兴荔枝王”。后来他意识到，店家利用滤镜和

机位借位制造了视觉假象。

  记者随机采访了来自北京、天津的20位在直播间

购买过食品的消费者，他们均提出，视频直播的现场

性、互动性，让他们更直观地“感受”到美食的诱惑，从

而下单。

  “老铁们看啊，拉出的丝都是阿胶，都是满满的胶

原蛋白。”一位主播在镜头前用开水融化阿胶固元糕

后，用勺子舀了一勺，指着拉出的丝现场解说。有消费

者在评论区立即跟进留言，“这个好，下单去”。

  记者近日观看了10场关于阿胶固元糕的直播，发

现像这样强调拉丝效果的主播并不少。记者从业内人

士处得知，固元糕拉丝效果主要取决于麦芽糊精或麦

芽糖浆，其含有丰富的糖，平时可以用来增加食品的黏

稠度。

  这些主播还通过一系列能治疗疾病等功效口号的

宣传，给所销售产品披上保健食品甚至药品的外衣。比

如有的主播声称“吃阿胶糕能够补气血，调养肝肾，晚

上睡觉更踏实”，有的主播称“腰间冒汗，头发秃了，都

可以治疗改善”，还有的主播称“两个月一个疗程，没有

任何副作用”。

  记者注意到，这几位主播销售的阿胶固元糕外包

装并没有保健食品标识、批号或药品标识，仅为普通食

品。而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及《食品广告发布

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普通食品不能宣传疾病预防治

疗功效。

  除了直观优势外，“便宜”是直播带货的另一个核

心竞争力。“史无前例的活动价”“今天为了回馈老铁

们，不赚钱了”等，几乎成为直播带货的统一话术。在强

调高性价比的基础上，再通过“限量低价”“活动秒杀”

等言语引导，诱导消费者下单。

  葛悦多次在直播间冲动下单，就是因为“被主播的激情感染，再

不马上抢就秒没了”。但第二天他却发现，直播间同一款产品的价格

仍然是“史上最低价”，仍然是“秒杀”。

三无产品充斥市场

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一块块酥肉在沸腾的油锅里翻滚着，拥有10多万粉丝的主播手

持镜头，展示工作人员现场烹饪的过程，还不时地用筷子夹起酥肉品

尝，让观众感受酥肉的香脆；在另一个售卖煎饼的直播间，工作人员

正在忙碌地烙饼，主播指着煎饼不停地解说，“纯粗粮制作”“不加一

颗糖”，并饶有兴致地将整块煎饼拎起来用手指反复揉捏，让观众看

看“到底软不软”。

  如今，越来越多的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家庭作坊生产的食品

进入直播间，越来越多的主播选择走进生产车间，让食品的加工过程

直接呈现在镜头下，以突出现做、现发货的新鲜感。

  然而记者采访发现，这些一边生产一边销售的商家中，有不少缺

乏食品生产许可证，为小作坊生产；有些商家在食品销售详情页面，

对成分或者配料表、净含量、保质期等信息未予明示；有些商家甚至

直接用塑料饭盒打包销售。

  前不久，家住河南平顶山的许强在某直播平台购买了一箱手工

辣条，可到货后发现，手工辣条的包装极其简陋，仅经过塑封就打包

寄出，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地址、生产厂家等信息均没有。许强咨

询当地监管部门后得知，该产品为预包装食品，商家的包装方式违反

了食品安全法相关规定，随后他选择投诉商家并请求赔偿。

  根据食品安全法，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标

明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成分或者配料表；生产者的名称、地

址、联系方式；保质期；产品标准代号；贮存条件；所使

用的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中的通用名称；生产许可

证编号等事项。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采访获知，有些走进直播间的

商家即使有生产许可证，其售卖的食品安全性也不

乐观。

  在一个实时点赞量超过1万的直播间，主播正在售

卖当下流行的酸辣无骨鸡爪，“9.9元200克，包邮”。当记

者咨询其是否有生产许可证、经营许可证时，对方回复

“有”并向记者展示。可在视频左下角实时滚动的留言

区，有消费者评论称，其收到的鸡爪有一股腥味，怀疑

商家将烂掉的鸡爪切掉后再出售。

  “如果直播带货食品存在‘三无’产品、虚假宣传，

甚至主播挂羊头卖狗肉等问题，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产品质量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规定，食品的生产

者、销售者、电子商务经营者应承担产品和服务质量责

任。因此，直播带货中的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网络直播

平台以及进行带货直播的主播，都应承担相应的连带

赔偿责任或补充赔偿责任。”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主

任皮剑龙说。

多管齐下加强监管

保障流通环节安全

  食品安全无小事。近年来，为了更好地规范食品直

播带货，有关部门一直在努力扎紧安全篱笆。

  在治理方面，从2020年7月开始，全国检察机关开

展了为期三年的“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

动，重点监督“网红代言”“直播带货”等网络销售新业

态涉及食品安全的漏洞。

  在管理方面，针对网络直播出现的问题，从平台备

案许可到主播实名制认证，从建立直播内容审核制度

到履行内容日志信息留存要求，从建立信用等级管理

体系到黑名单管理制度，一系列监管与规范、自律与他

律的制度在不断完善。

  2022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网络消费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对网络消费

合同权利义务、责任主体认定、直播营销民事责任、外

卖餐饮民事责任等方面作出规定；当月，国家税务总

局、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制定《关于进一步规范网

络直播营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对虚假宣

传、诱导消费者、违规引流等乱象作出相应原则性规定。

  面对密集出台的法规政策，为何还有诸多主播和

直播间运营者铤而走险，乱象频出？

  多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分析指出，一方面，网络

食品销售平台供应商和投诉管理仍然不够完善，除了

少数大型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外，越来越多的自

媒体公众号加入网络食品销售行列，而这类渠道往往

较难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专职机构和专业人员，供应商

准入以文件审核为主，现场审核难以开展或流于形式，

对经营者违法行为制止和报告、违规经营者黑名单退

出和公示、食品安全自查、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处理等要

求执行不力。

  另一方面，由于食品入网门槛较低，自制自售食品

质量安全保障措施不足，生产日期和保质期标注随意，

对普通食品进行虚假或夸大功能宣传的现象频发，个

体分散性和信息不对称导致政府监管和消费者索赔难

度较大。

  “违法食品直播带货具有点多、面广、频发等特点，

经营主体具有多样、链长、混同等特点，经营行为具有

感性、价廉等卖点，消费者具有众多、冲动、力薄等弱

点，电子证据具有发现、固定、取证等难点，而消费维权

则有意识、举证、能力等痛点，多方因素综合导致食品

直播带货乱象难治。”中国互联网协会法治工作委员会

副秘书长胡钢说。

  受访专家提出，要解决由新型网络营销方式所带

来的食品健康安全问题，首先应该做的就是规范这种

新型营销方式，即网络直播带货；其次要加强网络食品经营平台和个

人的准入审核、备案，强化网络第三方平台对入网食品安全的主体责

任，增加对网上食品经营者的网络巡查力度与产品抽检频率，促进传

统食品经营与网络食品经营整合协调发展。

  皮剑龙建议，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明确直播平台的内容管理、

人员管理、消费者保护等义务和责任，在发生产品质量问题时，未尽

到相关义务的直播平台，承担连带或者补充赔偿责任；提高准入标

准，完善诚信评价机制；完善内容审核机制，规范自身平台支付和订

单跟踪系统，约束商家建立完备的售后机制。

  从治理层面来说，皮剑龙认为，要充分发挥市场监管部门的作

用，对广告、商品和服务质量、售后服务以及其他侵犯消费者权益的

行为进行监管；对消费者反映的售后问题、侵权行为及时依法查处。

  “建议协调多部门全方位实施综合治理。”胡钢说，强化网信、公

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沟通协调，综合运用行政指导、行政约谈等柔

性措施和行政调查、行政处罚等刚性措施，标本兼治；发挥行业协会

作用，适时出台行业自律规范和行业标准；压实平台企业责任，引导

督促平台企业率先垂范；发挥消协力量，实施公益诉讼治理。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

任盘和林则从消费者层面提出建议：疏通消费者投诉渠道，减少消费

者因网络食品销售者信息举证复杂导致的举报、索赔困难，鼓励消费

者及时对产品质量和安全性提出质疑，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风险。

  “不管多么新潮的销售途径和方法，都不能降低对食品安全的重

视。直播带货不能在食品安全上打折扣，只有守住法治底线才能长远

发展。”盘和林说。

（文中葛悦、许强均为化名）  

漫画/李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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