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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守坤

　　

　　“直播间里说得天花乱坠，收到手发现完全

不是那么回事。”近日，在几个零食直播间下单

后，吉林省长春市的吴琼(化名)发现多款商品存

在货不对板的情况。

　　吴琼告诉《法治日报》记者：“在某烘焙直播

间里，主播介绍一款肉松夹心面包，手中举着一

块大大的牌子，上面用醒目的字体和字号写着0

香精，0色素，0反式脂肪酸，结果货到后一看，在

商品配料表中，却清清楚楚地写着里面含有‘食

品用香精’。”

  “在某零食店直播间，主播介绍新榨纯香花

生调和油，直播间的画面和右下方讲解中的商

品图片都是某品牌花生油，结果点进去一看，却

成了另一品牌的食用植物调和油。在另一家零

食店直播间内，主播介绍一款瓜子，直播间中给

观众展示的是一款净含量为308克的瓜子，结果

商品详情界面却成了22克×10袋装的瓜子，和主

播展示的重量相比少了很多。”吴琼说，像这样

的情况还有很多，主播就是打擦边球，让观众误

以为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结果上当受骗。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直播间虚假宣传的情

况时有发生。由消费者网、北京工商大学新商业

经济研究院等机构于今年3月联合发布的《直播

带货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2023)》显示，涉及

虚假宣传的舆情数据占比高达38.97%，“虚假宣

传”成为消费者维权过程中最受关注的问题。

　　直播带货虚假宣传为何屡禁不止？如何破

解直播电商中广受诟病的假冒伪劣、虚假宣传

等问题？记者对此展开调查。

直播卖货满口承诺

到手发现货不对板

　　今年6月，端午节前夕，湖南省长沙市的王

莎(化名)在刷直播时偶然发现一个卖端午礼盒

的直播间，商品链接写着“超值王炸 飞天茅台

53度+鲜活速冻大白虾+五芳斋粽子礼盒”，到手

只需80多元。“我们的商品显示有什么就会给您

发什么，这个您放心。”在听到直播间主播这样

的承诺后，王莎立即抢购了该礼盒，同时还向客

服询问发不发茅台，客服表示正常发货。

　　“当时以为自己真的很幸运，抢到了礼盒，

没想到都是商家虚假宣传的套路。”王莎表示，

她收到礼盒后发现，里面只有虾，粽子和茅台都

没有。她的第一反应就是退货退款，没想到商家

以生鲜商品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为由，拒绝

了退款，还说她只选择了虾。“实际上根本没有

任何选项，直接拍的就是礼盒套装。”

　　王莎说，在向平台客服反映后，客服也表示

生鲜商品退不了款，她的退款选项后来被关闭

了。“在商品评论区，我看到很多消费者都因为

商家的虚假宣传购买了这款商品，大部分也都

没能成功退款。”

　　“带壳金枕5斤大榴莲，99元5斤精选A果，179元

10斤精选B果，每个包5房，干包大黄肉。”在一直播

间内，主播满口承诺“坏果包赔”，但记者点进商品

详情页发现，评论区内不少消费者都说自己收到

的是坏果、烂果，根本不像直播间宣传的那样。

　　近日，有多位消费者向记者反映，他们遭遇

了直播间榴莲骗局。一些主播称自己刚做直播，

是新号，所以出售的榴莲价格便宜，消费者下单

后收到的却是一个只有两三斤重的烂果。这些

直播间里往往没有新鲜榴莲展示，有的只是宣

传图片和视频，旁边会摆一个塑料榴莲。等购买

达到一定数量后，这些主播就会销号跑路，网店

客服从不回应和解决任何问题。

　　记者采访发现，像这样因主播虚假宣传而

购买商品，到手后货不对板的情况还有很多。比

如直播间宣传自己卖的牛羊肉是8分瘦肉2分肥

肉，结果消费者收到后肉眼可见一大半全是肥

肉；收到的钓鱼竿与直播间展示的完全不一样，

就是一根残次品；直播间宣传展示的都是实木

家具，到手后却发现为夹木跟纤维板……

  “每克3.9万美元，被称为抗癌王，免疫王，排

毒王”“108味中草药，24道工序，36个周期，6年封

缸发酵而制成”……不久前，江苏省扬州市的杨

洋（化名）在自己70多岁父亲的手机群聊里，看

到了这样的刷屏信息。

  在杨洋追问下，老杨说自己加的是某保健品

公司的粉丝群，群里会提前发一些直播间商品的

信息。该公司目前正在推的是一款益生菌产品，一

盒2000多元，称可以“抗衰老，治百病，延年益寿”。

  “他们卖的益生菌产品，盒子上写着有2000

亿菌群，但在直播间主播宣传时却说是一袋就有

2000亿菌群，一袋顶市场上其他品牌产品几盒的

功效。”杨洋说，同类型益生菌在网上也就卖七八

十元，但父亲对直播间的宣传话术深信不疑，认

为商品卖2000多元还是主播争取来了大优惠。

“我爸真觉得这玩意儿能治病，有点头疼脑热的

第一反应是冲一袋益生菌喝。”

　　记者调查发现，让杨洋父亲“深信不疑”的

直播间并非个例。一些直播间通过打造夸张的

人设和剧情演绎，夸大商品功效、质量，诱使直

播间观众信以为真。如果不看商品介绍页面，只

听主播讲解，消费者下单就很容易被坑。

  据报道，在某平台拥有6898万粉丝的网红

“太原老葛”近日因涉嫌诈骗被立案。此前，太原

老葛曾带货“复活项链”，声称能遇难成祥、死而

复生，直播中一位大娘戴上后声称疼痛缓解。此

剧情演绎可能误导不明真相的老人购买。

夸大功效吸引购买

含糊其词规避监管

　　“娇娇，帮我在网上买个东西，我听主播说

得可好了。”

　　今年7月，安徽省安庆市的李娇(化名)收到

奶奶发来的消息，想让她帮忙购买一款无花果。

李娇打开直播链接一看，其标价居然高达268元

一斤，是普通无花果的数倍。画面中，主播不断

强调她卖的无花果非常珍贵，能够治疗心脑血

管疾病等，“懂的下单”。李娇查询了商品资质后

发现，这就是一款普通的无花果，和市场上卖的

没什么两样，而且包装还十分简陋。

　　“在商家的虚假宣传包装下，这款商品居然

已经售出了600多单。无花果能治病，为了卖货

主播真是啥话都敢说！”对此李娇十分气愤。

　　“这款酒不用给大家多作介绍吧，大品牌，

不管你爱不爱喝肯定都听过。”近日，在某白酒

直播间，一位主播正指着酒盒上“贵州茅台集

团”的标志，对直播间的观众喊道。

  随后，主播指着酒盒上酷似贵州茅台酒的

飞天标志说，“这个标志可不是什么酒都有的，

真正的高端酒才能有，而且今天在本直播间下

单的，还送你标配小白瓷杯和红飘带”。直播全

程，主播虽未明确说出酒的具体品牌，但其所有

操作都在暗示自己卖的酒就是市场上价格昂贵

的贵州茅台酒。

  气氛烘托到位后，主播激情喊出一个让直

播间的“家人们”惊喜的价格，“不到百元让你畅

享‘茅子’自由”。随后，商品链接上架，显示“福

利价”85.6元一瓶。

  茅台酒卖这么便宜？记者查看商品详情页

发现，介绍显示，该款酒是贵州某保健酒业有限

公司生产的。在一些电商平台，同款商品的售价

为280元5瓶，平均一瓶只要56元。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实践中还有很多主播

会用含糊的话语去介绍商品，比如将美白说成

白白，祛痘说成祛嘟嘟，羽绒服说成嘎嘎服，羊

毛说成咩咩羊等。按照一些主播的说法这样说

是因为直播间违禁词太多，一不小心就会被封

号。对此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是因为根据广

告法规定，宣传商品不能说没有的某样功效或

者不含的某样产品，否则就是虚假宣传，很多主

播带货时含糊其词就是为了避免商品被监管发

现或被举报。

　　直播带货中的虚假宣传现象有多严重？截

至今年8月19日，记者在某第三方消费者服务平

台以“直播间 虚假宣传”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相

关投诉就有5万多条。

　　山东德衡律师事务所主任姜保良认为，直

播带货虚假宣传，主播和平台都可能会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主播承担的责任范围不限于民事、

行政或刑事责任。对于有销售利润分成并被认

定为经营者的主播，如果涉嫌虚假宣传，出售的

货物货不对板，甚至有伪劣产品，则需要承担经

营者责任，一般是对消费者承担商品价格的三

倍赔偿的民事责任。

  对于只是提供引流推广服务的主播，姜保

良提到，主播虽不在网络购物合同关系中承担

违约责任，但如果不能提供商家真实信息，则需

要对消费者的损失先行赔偿。同时，如果主播提

供的是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可以对其进行行政处罚，比如没收广

告费、罚款等。情节严重的，主播还有可能根据

不同的主观明知内容（如是否明知是虚假宣传）

和客观行为，被追究虚假广告罪或销售伪劣产

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等刑事责任。

　　姜保良说，直播平台可能受到直播运营者

的牵连，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对于只提供直播通

道的直播平台，若未对有虚假宣传假冒伪劣产

品等行为的主播及时采取暂停、下架等必要措

施的，可能与直播间运营者承担连带责任；同

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责令平台限期改正、

停业整顿或者对其进行罚款。情节严重的，根据

查明的主观明知范围直播平台还可能成为销售

伪劣产品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的共犯，或

者单独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建立专门监管队伍

健全投诉举报机制

　　电子商务法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

当遵守法律法规，不得进行虚假宣传或者误导

消费者。2021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七部

门联合发布《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明

确禁止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发布虚假

或引人误解的信息欺骗、误导用户，以及虚构或

篡改交易、关注度等数据流量造假等行为。

　　已经有明确法律规定，为何直播带货中虚

假宣传行为屡禁不止？

　　长期关注直播带货领域的北京瀛和律师事

务所律师胡青春介绍，网络直播对商品功能进

行虚假宣传和夸大宣传由来已久，成因较为复

杂。一是网络直播虚假宣传查处难度较大，平台

和主播对商品进行虚假宣传的特点是直播场所

随意、主播入行门槛低、主播数量庞大，加之线

上宣传的网络性、动态性、实时性，大大增加了

监管难度，目前市场监管部门虽然一直在加强

网络直播带货监管，但监管手段和措施往往具

有滞后性。二是规制平台和主播的法律法规有

待完善。目前虽然出台了《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

法（试行）》等规定，明确了直播营销参与主体的

责任，但现有法律法规还不能完全覆盖网络平

台销售的所有行为，对直播商品虚假宣传和夸

大宣传的法治建设还需进一步强化。三是平台

和主播自律性差，消费者维权成本高、难度大。

平台和主播为了谋取利益，对于进入电商领域

的商品不做严格审核，甚至帮着造假，一些平台

和主播对产品虚假宣传、数据造假等问题视而

不见，行业自律程度相对较低。此外，消费者权

益受到侵害时，往往面临取证难、维权程序烦

琐、诉诸法律程序周期长等客观障碍，一定程度

上助长了平台和主播虚假宣传势头。

　　如何有效治理这一问题？

　　今年4月，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

“清朗·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专项行动

中，重点整治在直播带货中进行虚假宣传等行

为。近日，中央网信办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

内部署开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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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造虚假场景人

设，无底线带货营销”“欺骗消费者，销售假冒伪

劣商品”等问题。

　　胡青春建议，可以建立一支专门的“网络市场

监管队伍”，尽早实现对虚假宣传和夸大宣传行为

实时追踪、监控，做到监督举措如影随形，违法行

为及时发现、实时查处，消除部分平台和主播的侥

幸心理。同时继续完善网络直播营销法律法规，健

全行业自律体系。进一步细化完善网络直播营销

法律制度，为一线执法者提供监督管理、调查惩处

可行性强的法律依据，让执法工作“有法可依”“有

章可循”，从根本上建立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才

是解决虚假宣传、扩大宣传乱象的根本之策。此

外，可以参照建筑、法律等行业，建立直播营销行

业协会，强化行业协会的自律功能，实施行业自

管、自查，逐渐养成风清气正的行业习惯。

　　“对梳理出的直播平台重点对象和领域，实

施重点监管，对于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虚假

宣传、夸大宣传，特别是触犯行政法规甚至触犯

刑法的行为，一查到底，严格问责、严肃追责，通

过加大违法行为的查办、惩处力度，以案释法，

推动行业自律，倒逼行业规范，实现查处一案，

警示一片的效果。”胡青春说。

　　姜保良认为，平台应加强监管成本投入，提

高监管力度。比如利用“人工智能+云计算”技术，

加大对主播直播内容的监管力度，对发现有可能

正在进行虚假、夸大宣传的直播，及时向消费者

预警，并对直播间采取限制功能、暂停直播等必

要措施。平台还应健全投诉、举报机制，及时对消

费者的投诉和举报进行反馈，对侵犯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直播间运营号和主播，视情况采取暂停发

布、注销账号、禁止重新注册等处置措施，并及时

移送相关部门调查处理。“政府和主流媒体加大

对消费者的普法宣传，引导大众树立科学的消费

观念，倡导理性消费。消费者在进行直播消费时

要擦亮双眼，切勿因贪图小便宜而因小失大。”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 本报通讯员 孟思雨

  秦岭脚下，渭水之滨。旭日爬过华山东峰，照耀

着渭河南岸，西岳俯瞰之下，渭水温润其中，这便是

八百里秦川东部的陕西省华阴市。

  素有“奇险天下第一山”美誉的西岳华山、华山

脚下“维纳斯”华山仙峪、被尊为“五岳第一庙”的西

岳庙……华阴市以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常年吸引着海

内外游客来此游玩。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华阴市公安局主动

融入旅游热潮，不断深耕“旅游警务”，让“平安”成为

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让每一名游客在寻找“诗与远

方”的旅途中有警察守护、与平安相伴。

科学部署警力

  “请不要将身体伸出护栏外，谢谢您的理解配

合”“拍照注意脚下安全”……

  8月7日，在华山西峰观景平台，华阴市公安局西

峰警务室民警张军荣与战友们一道站岗执勤、巡逻

防控。

  “暑期旅游高峰，我们华阴公安坚持警力跟着警

情走、服务跟着游客走，结合游客流量高峰、重要时

间节点，在华山主峰区、西岳庙、游客中心、华山北站

等区域科学部署警力，进一步加强旅游景区、商场店

铺等重点区域部位和人员密集场所的巡防管控，提

升见警率、查控率、管事率。”华阴市公安局副局长王

仆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

  当日傍晚20时18分，一辆“复兴号”列车缓缓驶

入华山车站的站台，这是C9380次旅游专列，每天19

时自西安发车，车上满载着对华山之旅充满好奇与

期待的乘客。

  “请携带好随身物品，依次排队出站，不要拥

挤。”在旅游专列抵达后，华阴市公安局玉泉派出所

的民辅警总会坚守在出站口、广场等人流密集区域

安保执勤，维护旅游秩序、打击拉客叫客等不法行

为，同时，也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和旅游指引。

  玉泉派出所所长吴鹏说：“日常工作中，我们

围绕景区淡旺季客流量，采取设岗执勤、动态巡逻

等方式，按照‘一线接警、即时处警’原则，无时差

解决游客的‘闹心事’，确保景区秩序安全规范、平

稳有序。”

  今年以来，位于华山游客中心、西峰镇岳宫、太

华索道瓮峪段的华山景区3个警务室充分发挥警务

前移效能，累计出动巡逻防控警力500余人次，开展

旅游秩序整治8场次、排查化解矛盾纠纷65起、处置

突发事件12起。

极速出警救助

  7月16日10时左右，江西游客曹女士在乘坐观光

车途中，不慎将手机丢失。她报警后，旅游警察大队

值班民警通过实地搜寻、调取监控、联系汽车公司

等，1小时内为曹女士找到了手机。

  “手机里有重要信息，警察同志这么快就帮我找到，太感谢你们了。”曹女士

从民警手中接过失而复得的手机时，握着民警的手连连致谢。

  同一天20时，山西游客李女士在华山景区长空栈道附近与孩子走散，山上执

勤民警在详细了解孩子的体貌特征、走失地点后，在局指挥中心的统筹协调下，

会同派出所、旅游警察大队及景区工作人员，对孩子可能经过的各个观景点进行

“地毯式”搜寻。

  两个多小时的紧张搜寻后，民警在“智取华山路”附近找到了走失孩童。看到

孩子平安归来，家长连连拱手对民辅警表示感谢：“没有你们的帮助，我都不知道

怎么办了……”

  7月13日21时，3名“驴友”夜爬秦岭好汉山因体力不支被困，桃下派出所民警

接到报警后，联合消防、医疗迅速赶赴好汉山，在村民的引导下摸黑救援，最终于

次日凌晨3时许，在华山峪西侧一处山谷内找到了被困的3名“驴友”，在确定被困

人员身体无碍后，护送其安全下山。

  “帮游客找手机、找小孩、找钱包……这些小事每天都在上演。为了不耽误游

客行程，我们出警、处警、找寻、归还等都要尽可能快。”张军荣介绍。

  一声求助，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出警。日夜坚守，夏日炎炎，这些暖心事在这个

旅游小城不断上演。

  仅今年以来，华阴公安围绕景区旅游安保，共接受群众报警求助1200余次，

救助群众600余人，受到游客的广泛称赞。

净化治安环境

  7月初，华阴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车内财物被盗的警情。局党委立即成立

专案组开展分析研判，打掉“拉车门”盗窃犯罪团伙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破

获案件30余起，及时为广大游客群众挽回损失，净化了旅游治安环境。

  “长期以来，我们持续加强技防设施建设，安排专人24小时网上巡查，发现

问题立即推送辖区派出所处置。”华阴市公安局旅游警察大队大队长郭建军

介绍。

  “为实现精准管控、全面提升应急处突能力，我们实行点对点扁平化指挥，形

成了山上、山下一体化警务指挥体系，有效提升快速反应、精准指挥、稳妥处置能

力。”华阴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主任姜涛说。

  “实名登记一定要按规定落实，处罚不是目的，希望你们能引以为戒。”8月7

日，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中，玉泉派出所在对辖区某酒店检查中发现其未按

规定登记入住人员身份信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民警对酒店作出处罚，并要

求其立即整改。

  日常工作中，华阴公安各景区派出所，不定期对辖区内场所商户、设施设备、

消防安全等开展全覆盖、拉网式安全隐患排查，今年以来共开展集中检查10场

次，检查行业场所120余家，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11次，下发整改通知书45份，

有效净化了经营环境，为广大游客提供安心、放心、舒心的旅游环境。

做好法治宣传

  “不要轻易点击或扫取陌生人发的网页链接和二维码”“天上不会掉馅饼，刷

单诈骗要小心”……8月4日，桃下派出所民警在华山太华索道维护游客排队秩序

的同时，积极向游客宣传、讲解典型的刷单返利、虚假投资理财、裸聊等电信网络

诈骗手段，面对面答疑解惑，普及反诈知识，让游客切实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钱

袋子”。

  “日常工作中，我们秉持‘民警就是导游’‘执勤就是风景’的旅游警务理念，

将警务工作延伸到景区景点和游客身边，为游客提供治安救助、证照查询、信息

咨询等便民服务，帮助游客解决困难和问题，打通服务游客‘最后一公里’。”桃下

派出所所长赵明说。

  “电子烟算毒品吗”“这是罂粟花吗”？在华山玉泉院广场，禁毒大队教导员王

亮不断回答着群众的提问，耐心地向群众讲解毒品的种类及特征、毒品的危害及

预防方法，并展示常见毒品仿真模型，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呼吁群众加强自我

保护意识，提高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华阴公安结合景区人流实际，将宣传防范

融入旅游安保工作日常，在各景区人流密集区域，设置宣防点5处，利用景区LED

屏播放反诈、禁毒、反恐等宣传片8个，向群众发放各类宣传资料2.5万余份。

  “人在景中游，警在身边守，华阴公安将持续以‘细致、精致、极致’的作风，持

续擦亮‘旅游警务’名片，全力构建‘零距离服务游客、全时空守护平安’的旅游警

务模式，以优质的警务服务不断提升游客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为营造安全、放心、

舒心的旅游环境贡献公安力量。”华阴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伟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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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无花果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益生菌能抗衰老治百病

直播带货虚假宣传何时休？
依法整治网购虚假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