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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实习生 万鹏

  近日，多位明星录制庆生祝福视频话

题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其原因在于，

祝福视频的对象疑似一位缅北诈骗家族

的成员。

  随后，多位涉事艺人录制视频向大众致

歉。有艺人表示，事情源于很久之前的朋友

之托，碍于情面配合录制了祝福视频。还有

艺人称，这是经纪人的安排，事先并不知情

祝福视频的具体用处。

  明星祝福视频并非新事物。近年来，一

些企业、商家经常请明星“撑场面”，在开业、

年会、招商会等场合播放明星祝福视频，甚

至还有个人在结婚、生日会上播放明星的祝

福视频。

  《法治日报》记者采访发现，明星祝福

视频背后有一条产业链，由明星、经纪人、

中间商、需求者等环节构成，祝福视频的

录制价格一般从上千元到一二十万元

不等。

  受访专家认为，如果被祝福的对象是个

人，那么，在现行广告法框架下，无法将之视

同广告进行管理。如果被祝福的对象不仅是

个人，还直接或间接地包括商品或服务，那

么，可以考虑将其视作广告来管理，受广告

法的调整。

高价售卖祝福视频

订单不含税无发票

  “真人拍摄，拒绝合成，明星网红全覆

盖”“10年资深经纪人，无一差评”“一手资

源，100%明星直签”。

  记者在网络电商平台输入“明星祝福视

频”，搜索结果显示，各种祝福视频服务应有

尽有。

  记者随机点开5家商户，其“宝贝描述”

“卖家服务”“物流服务”的评分均在4.8分以

上，且被电商平台标注为“高”。

  在其中一家名为“××文化传媒”的店

铺，其祝福视频服务包括生日、新年、年会、

开业、活动、招商、楼盘等11类。据店铺客服

介绍称，一线大咖、二线明星、网络红人，高

中低搭配，满足不同客户需求。

  客服向记者提供的清单显示，价格和服

务被区分为不同档次。例如，明星祝福视频

价位分为1000元以内、1000元至3000元、3000

元至5000元、5000元以上共4档。客户还可以

针对艺人选择个人服务、商业服务等种类，

对应的收费标准也不同。有些艺人被标注为

“独家专属艺人”。

  其中，最高报价为20万元的艺人包括吴

某、陈某、唐某等。

  据记者统计，该店铺给出的明星人数为

412位。

  店铺客服告诉记者，录制文案可以自主

提供也可使用模板，时间长度一般为10秒至

15秒。确定由哪位艺人录制后，需先付款。所

收费用不含税，客户如果开发票，需要承担

3%的税点。

  记者在其他店铺的宣传页面上也看到，

明星祝福视频订单不含税，不开发票。

  当记者询问大牌明星的祝福视频是否

为明星本人拍摄时，客服回复称，“一切保

真，非诚勿扰。”

  不过也有卖家表示，网上的不少祝福视

频是代理商代理的，少有一手售卖明星祝福

视频的店家。

  记者在一家店铺客服提供的样片中

看到，祝福内容包括某明星祝福某公司成

立，也有明星直接说“很开心成为某品牌

的代言人”。

  对此，记者就“如果邀请明星录制祝

福火锅店开业视频，能否要求明星说是该

火锅店的代言人”问题询问多家店铺客

服，有店铺客服称不可以录制与“代言人”

相关的祝福视频，也有店铺客服称，需要

和明星团队沟通协商，同时商家需要提供

营业执照、产品商标、营业资质等一系列

证明材料。

  当记者问及录制周期时，相关店铺客服

称，一般3天至5天即可完成，流程大致是：选

择艺人、平台下单、提供祝福词、安排艺人拍

摄、成片查收。

  记者根据不同店铺提供的明星报价表

发现，同一明星在不同店铺名单中的报价也

存在差别，以一位老牌歌唱演员录制祝福视

频为例，其在3家店铺中的价格分别为4800

元、5000元和5200元。

一方要名一方要利

供需关系成产业链

  一位艺人经纪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

网络平台上存在一条明星通过录制祝福视

频进行收费的产业链，一方面，个人和商家

有需求，但又没有明星渠道；另一方面，部分

当红艺人需要赚点外快，对于新生艺人或者

过气艺人来说，这更是一条生存渠道。

  那么，明星祝福视频的产业链究竟是如

何形成的呢？

  “明星祝福视频大有市场，就看艺人愿

不愿意进入。比如有些企业或个人，他们就

是喜欢明星送祝福的方式，对于明星而言，

工作室只要肯接，签名照、照片形象合作、在

线短视频录制等都是收费方式。下沉市场

中，还有一些现场活动可以收费，比如企业

的典礼需要明星站台、单纯的握手会（明星

坐在活动现场，粉丝挨个握手）甚至是明星

参加婚礼送祝福等。”一位文娱圈资深人士

透露。

  据了解，这条产业链由明星、经纪人、

中间商、需求者等环节构成，特别是在一

些腰部演员、网红、过气明星圈中比较流

行。相比于拍摄影视剧或登台演出，录制

祝福视频是这类人群快速且简单化获得

收益的渠道。

  关于视频定价依据，有业内人士透露

说，一开始，艺人有自己的预期，录制祝福视

频拿到市场上后，经过多次买卖谈判，形成

相对稳定的市场定价。

  一位购买过祝福视频服务的企业负责

人对记者说，很多企业苦于产品知名度不

高、销路窄，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一些名

气比较大的明星为其产品做宣传。

  写过《娱乐法学》等著作的华东师范大

学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余锋认

为，近年来，不少中小企业在年会、开业、招

商会等场合的宣传视频中，经常会出现明星

祝福内容，甚至在一些个人婚礼和生日宴会

场合，也会出现知名艺人的祝福视频。如果

明星对祝福对象知根知底，祝福对象平时规

规矩矩，明星对其进行祝福并获得一定报

酬，未尝不可。

  但在余锋看来，明星如果不清楚祝福对

象真实身份及平时所作所为的情况下，通过

熟人或中间商送祝福，如果祝福对象是不法

分子，会对公众造成误导。

  “影响力越大，越需要尽到避免误导

他人的注意义务。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其

面向公众的一言一行具有明显的示范效

应。”余锋说，此类行为本身是在明星与祝

福对象间构成了一种商业交易，前者通过

祝福换取金钱，后者以付费换取面子或社

会影响力。

  那么，像此前众明星为疑似电诈家族成

员庆生祝福的行为是否违法呢？

  北京星权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子坤认为，

如果视频内容仅包括生日祝福，且明星事先

并不知晓他人可能构成的违法犯罪行为，那

么该录制行为和录制内容本身并不违反法

律规定。若明星录制视频的内容不属于或已

经明显超出了生日祝福的范畴，并且获取视

频的个人或企业存在违法犯罪行为，那么就

应当对该明星录制视频的具体情况进行分

析，即明星是否明知录制视频对象的违法犯

罪行为、录制内容是否与违法犯罪行为存在

实质联系等，且需要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撑，

以此来判定明星录制的行为是否涉嫌构成

共同犯罪。

  余锋认为，如果明知对方从事违法犯罪

行为，仍然为其录制祝福视频，此时，应对祝

福视频的内容进行具体分析，以判断录制祝

福视频的行为性质以及是否该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比如视频内容与违法犯罪行为是

否有关联，是否存在通过视频帮助违法犯罪

行为的直接或间接故意等”。

涉及产品视为代言

按照广告进行管理

  艺人录制祝福视频，带来的不仅是收

益，可能还有风险。

  2020年7月，大量投资人在社交网络

上反馈称，在有利网平台的出借金到期后

迟迟未兑付，他们还在艺人杨迪的社交账

号下喊话，呼吁其为有利网平台事件发

声。因为杨迪此前曾给有利网平台拍过祝

福视频。

  随后，杨迪在社交账号发表声明，表示

自己是在电影宣传期间，帮宣传方录制的视

频，并非有利网平台代言人，录制视频也没

有收取任何费用。他会协助因此次事件被欺

骗的用户追究平台责任，对因视频推荐承受

损失的人致以深深歉意。

  那么，艺人在送出祝福之前，是否有义

务对祝福对象进行了解？

  在余锋看来，单就对自然人的祝福视频

而言，从纯粹商业交易的角度看，在目前的

法律框架下，很难找出明星必须对祝福对象

进行事先了解的强制性义务。不过从一般道

德层面来说，明星因身份和影响力等特殊

性，完全不对祝福对象进行一些基础性了

解，抱持一种“有奶便是娘”“赚一票是一票”

的心态，并不可取，毕竟出现问题后会因此

受到声誉上的伤害。

  余锋认为，艺人利用其明星身份录制祝

福视频，担任开业典礼嘉宾、婚礼嘉宾等商

业行为，应遵循基本的常识和底线，从道德

义务层面做一些基础性了解，但不建议给艺

人强加“深入”了解的法律义务。

  “原因在于‘深入’的边界很模糊。若要

完全‘深入’，在时间、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上，

未必不是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余锋说，

“深入”了解的操作主体是谁才具有权威性，

这个问题也难以回答，甚至难有回答。比如，

是委托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去深入了解，还是

必须委托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去深入了解，抑

或必须聘请律师以法律尽职调查的标准去

深入了解？

  记者还注意到，有业内人士认为，明星

为个人提供祝福视频，可以视为粉丝经济行

为，但当其与企业合作时，因其具备名人效

应，所以实际是在用一种泛广告语言、一种

积极陈述的行为，来暗示或者明示外界这个

产品应该得到推广，实质上是一种广告代言

行为。

  但在余锋看来，艺人为他人公开祝福，

与为祝福对象代言之间不宜直接画等号。因

为代言，其日常语义指的是“代为发言”“代

为言说”之意；明星为他人公开祝福，不能直

接等同于明星“代为祝福对象发言”，也无法

直接等同于“代为祝福对象言说”。

  “代言，在广告法的背景下理解，其与

‘ 广告’和‘ 人’合成为一个专有法律名

词———‘广告代言人’，意思是除广告主以

外，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

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余

锋说，因被祝福的对象为他人，既不是商品，

也不是服务，故而难将送祝福的明星归为广

告代言人之列。

  不过，有网友提出，如果在录制的祝福

视频中，明星提及对方具体企业或产品名

称，那么是否就带有了名人代言广告的

性质？

  对此，余锋给出了肯定答复。“如果明确

提及具体企业，就带有了名人代言的广告性

质，其原因在于，无论是企业代言人还是品

牌代言人，最终都可归结为直接或间接对商

品、服务做推荐、证明。”余锋说。

  “如果被祝福的对象是个人，那么，在现

行广告法框架下，无法将之视同广告进行管

理。如果被祝福的对象不仅是个人，还直接

或间接地包括商品或服务，那么，可以考虑

将其视作广告来管理，受广告法的调整。”余

锋说。

  作为公众人物的艺人，严于律己，审慎

对待自己的行为，成了受访专家的共识。

  对于如何审慎自律，余锋认为有两点需

要注意：“就祝福视频来说，一方面，通过曝

光的方式进行媒体监督和社会监督，以声誉

为支点，影响明星的行为选择；另一方面，可

以通过行业自治组织制定自律规则，为明星

审慎自律提供规范指引。”

  也有业内人士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对诸

如明星送祝福视频这样的商业行为进行规

范性引导，引导明星做好筛选，不去充当违

法失德之人的“肉喇叭”。艺人作为具备较高

社会影响力和较大粉丝数量的群体，需保持

更为严格的社会责任感，应当爱惜自己的

羽毛。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充648（元），打7折，太贵！打5折，太贵！打3折，太

贵！榜一都爱用的游戏平台，左下角点击链接就能进

入，充值0.1折”“游戏平台出无限充值版啦，游戏充值

全解锁，元宝钻石不要钱，648（元）礼包不要钱，3天登

顶榜一”……

  如今在短视频平台，用户经常可以刷到各种手机游

戏的宣传，一些主播正卖力吆喝，引导粉丝下载、注册。如

一款0.1折手游平台，主播称平台内含大量热门游戏，充

值只需要0.1折，有的甚至低到几乎免费，其发布视频显

示，0.1折的游戏连续充值100个648元，最终付费0.1元；充

值100万元，最终付费8元。

  然而，《法治日报》记者尝试发现，所谓0.1折手游平

台，在手机应用商店里根本搜索不到，只能通过短视频下

方链接进入。平台内几乎找不到一款当下热门游戏，记者

下载多款0.1折手游发现，这些游戏画面十分粗糙，玩游

戏过程中频繁弹窗提示充值，有的半个屏幕都显示各种

充值入口。

  而所谓充值100个648元只需0.1元、充值100万元只需8

元，记者找半天也没有找到这个充值入口。所谓0.1折商

品只能购买一次，也不像视频宣传中那样能够无限享受

优惠。记者就此咨询该平台客服，对方表示一切以支付页

面显示金额为准。记者将主播宣传游戏的视频截图发过

去，对方不再进行回复。

  在网上，有不少手游玩家吐槽主播宣传这款0.1折手

游平台：“被主播忽悠进来，被0.1折的广告吸引下载了一

堆手游，结果都是制作粗糙没人玩的游戏，还得不停充值

才能玩下去”“0.1折只有一次购买机会，买装备还得不停

充值”“都是套路，割韭菜”。

  不仅仅是充值问题，记者发现，在短视频平台上对

手游的不实宣传还包括“下载送价值666元道具”“不

花钱还赚钱的绿色游戏”“签到领红包”“满××级送

500元红包可提现”等，让一些玩家“上了头”，结果纷

纷大呼上当。

  浙江省嘉兴市的陆阳（化名）今年8月刷短视频时，看

到主播正在卖力宣传一款手游，称该游戏是红包版能边

玩游戏边赚钱，进入游戏第一关是找不同，虽然有时间限

制但答案很明显，每找到一处会获得一个红包，每个红包

0.3元，全部找完后获得3元；红包很快就能累积到500元

提现。

  陆阳兴致勃勃地下载了游戏。“第一关很顺利拿

下，入账3元红包，可想玩第二关时，游戏页面提示需要

等级到80级才能玩第二关，然后就跳到打怪升级界

面。”陆阳说，之后他不停地打怪升级，越往后升级越来

越慢，红包越来越难拿，直到不花钱买道具根本没法打怪升级。

  “一开始我想着充值十几块钱看看情况，越到后面越上头，为了让红包积累到

500元，我连续多次充值，直到充了600元，而到500元红包似乎仍遥遥无期，我才感觉

被骗了。”陆阳说，他向短视频平台投诉主播虚假宣传后，有一位自称游戏制作方的

人联系他，要求将广告视频发过去，之后就没有了音讯。

  山东省滨州市的张宇（化名）通过直播间链接下载了一款消消乐类手游，主播宣传

称游戏规则是消除物品得现金红包，满500元提现。而张宇玩游戏累积到500元后，点击

提现按键显示无法提现，游戏页面称玩家需要消除800次才可以提现；当张宇花费大量

时间消除到800次后准备提现时，页面又显示得消除1200次。

  “我一咬牙又再消除了400次，结果游戏页面提出需要看满350个视频广告才能提

现。我不死心点击看了350个视频，游戏又让我邀请好友一起观看视频，得邀请600多个

好友才行。”张宇愤怒道，其间他反复向客服投诉，都没有得到有效回应。

  采访中，有网友向记者反映，还有些游戏宣传视频，宣传下载送道具，上线就送连

抽，结果下载游戏后根本不是宣传的那样。与客服联系后被告知，宣传页面有说明，在一

处不起眼的地方有小字写着“广告素材为游戏特殊场景或玩法，需要达到一定等级或满

足一定要求后方可呈现”。

  多位网友提出，这类虚假宣传手游广告已存在多时，现在通过短视频平台呈泛滥态

势，希望有关部门进行整治。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倪娜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违法成本

低，查处不到位，导致违法行为人肆无忌惮；另一方面，被侵权人大多自身损失较小，考

虑到维权成本较高，往往自认倒霉，而没有进行有效的投诉举报或依法维权。

  对于宣传中承诺的玩游戏得红包等福利，如果游戏没能兑现或无法兑现，玩家能否

要求兑现或退还充值费用？

  倪娜分析说，如果游戏公司承诺将提供赠品或奖金，用户有权要求游戏公司提供相

应物品以便继续履行合同。游戏开发商、运营商承诺赠送所宣传的奖金或物品但拒绝提

供的，构成违约。这是基于用户与游戏运营商之间的合同关系应承担的责任。另外，面对

游戏开发商或运营商做出虚假广告的行为，用户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或举报。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市律协消费者权益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饶伟介绍，用户下载游戏后，一般都会进行注册，注册协议实际上就是用户与游戏公司

之间关于提供娱乐服务的约定。如果广告宣传的是免费玩，但实际上需要充值，则游戏

所属公司存在违约，用户如不涉及实际经济损失，直接退出、卸载，实现解除娱乐服务协

议即可。

  对于短视频平台的各种游戏虚假宣传广告，该如何进行治理？

  饶伟建议，对于游戏广告虚假宣传的治理，应要求在游戏的广告页面上展示游

戏运营主体的身份，发布游戏广告的平台对于一定期限内的发布记录自行留存备

查，如果出现争议，应由平台方举证其接受发布的广告不存在违规之处，如不能举

证，则承担不利后果。最后平台方可建立平台合同纠纷争议速调机制，帮助玩家快速

解决问题。

  在倪娜看来，治理游戏广告虚假宣传是一个复杂、系统性工程。监管部门应加强对

网络游戏广告的监管，对涉嫌虚假宣传的广告主进行严格的行政处罚。加强平台审核人

员的相关责任，游戏广告投放前，应进行严格的广告通用合规审查，确保不存在禁止发

布的内容，不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信息。

  “还应建立信用体系，对游戏广告的发布者、平台和相关人员建立信用体系，记录其

广告行为和信用状况，对存在虚假宣传行为的发布者、平台和相关人员采取相应的处罚

措施，同时对诚信守法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和奖励。采取技术手段打击虚假广告，对游

戏广告进行精准识别和过滤，防止虚假广告的发布和传播。”倪娜说。

  倪娜认为，除了政府的监管，游戏行业内部也应建立更严格的自律机制。游戏行业

应制定自律规范和标准，加强对游戏广告的审查和管理，推动游戏广告行业的健康发

展。同时，鼓励公众参与监督。治理游戏广告虚假宣传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包括政府、行

业、消费者和公众。只有这样，形成合力才能有效遏制游戏虚假宣传行为，维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和市场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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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动机

  近日，有读者来电反映：在短视频平台，有很多主播在直播间或短视

频中挂上手机游戏链接，声称下载游戏、注册账号玩游戏有福利，包括“注

册免费送888礼包”“0.1折无限充值”“签到领红包”“升级到××级拿平板、

手机、电脑”等。然而，注册账号进入游戏后发现，所谓福利根本无法兑现。

  游戏虚假宣传有哪些形式？为何大量出现在短视频平台？如何开展整

治？带着问题，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明星10秒祝福视频网上叫卖20万元

  ● 明星祝福视频价位

分为1000元以内、1 0 0 0元至

3000元、3000元至5000元、5000

元以上共4档。最高报价为20

万元的艺人包括吴某、陈某、

唐某等，录制时长一段为10秒

至15秒

  ● 网络平台上存在一

条明星通过录制祝福视频进

行收费的产业链。一方面，个

人和商家有需求，但又没有

明星渠道，另一方面，部分当

红艺人需要赚点外快，对于

新生艺人或者过气艺人来

说，这更是一条生存渠道

  ● 此类行为本身是在

明星与祝福对象间构成了一

种商业交易，前者通过祝福

换取金钱，后者以付费换取

面子或社会影响力

  ● 有关部门应该对诸

如明星送祝福视频这样的商

业行为进行规范性引导，引

导明星做好筛选，不去充当

违法失德之人的“肉喇叭”

记者调查明星祝福视频录制产业链

漫画/李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