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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 磊

□ 本报见习记者 张婉莹

　　

  “痛风并有结晶结石的，在我这里不用拉

小刀，不用去医院，只要用药粉熏蒸、排汗药浴

就能够把身体中的结石给排出来”“痛风的完

美克星，简简单单3天就能尿酸正常，早晚一

次，消肿迅速，降酸、溶石、消肿一箭三雕，酸说

降就降，石头说没就没”……

  痛风、结石……在直播间内，患者身体上

的病理性不适在主播口中都是“药到病除”的

小问题，而这个“药”，正是直播间主播的带货

商品。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观看多场此类直播

发现，一些自称“医生”“中医”“××专家”的主

播，在直播间大肆宣传推广具有保健功能、医

疗功能的产品，其中一些并不直接在直播间内

售卖，而是引导消费者添加主播的私人社交账

号交易。记者查看多款对方推荐的产品，发现

都没有药品相关标识。

  受访专家指出，上述情况是典型的直播带

货虚假宣传问题，这一问题在“三品一械”（药

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领域格外突出。应尽快完善“三品一械”

直播带货相关法规制度，明确主播在直播间宣

传推荐“三品一械”及相关食品行为的法律属

性，细化有关违法行为的界定和处罚标准，规

范“三品一械”直播带货行为。

直播行为缺乏监管

相关广告应做审查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8起涉虚

假宣传等违法行为的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案例

为，北京新颜兴医疗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在直播

营销过程中虚假商业宣传。

　　经查，这家公司在此前的直播过程中对

“薇旖美胶原蛋白”“新肤源胶原蛋白”产品进

行宣传时，多次声称该产品“很多明星都在使

用”“杨×、王××、扬×，所有的明星颜值回春都

是因为打了薇旖美”等内容。

　　这家公司还在部分直播话术中，称“半岛超

声炮作为国货之光，是目前国内唯一拿到NMPA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超声治疗仪”。

　　经监管部门核实，这家公司无法提供证据

证明杨×、王××等明星使用直播同款产品；同

时，也无法提供证据证明“半岛超声炮是目前

国内唯一拿到NMPA认证的超声治疗仪”，认

定构成对其商品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

传的违法行为，依法对其作出罚款20万元的行

政处罚。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认为，这家公司在直播

过程中对产品或服务作夸大或虚假的宣传，诱

导或误导消费者下单，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在直播过程中对“三品一械”进行夸大或

虚假宣传的现象并不少见。

　　《“三品一械”直播带货消费调查报告》（以

下简称《消费调查报告》）显示，受访者通过网

络直播渠道购买“三品一械”产品最担心和遇

到最多的都是虚假夸大宣传问题。在被问及通

过网络直播渠道购买“三品一械”产品会担心

哪些问题时，50.98%的受访者表示担心虚假夸

大宣传问题，占比最高。在被问及遇到哪些问

题时，48.96%的受访者表示遇到过虚假夸大宣

传问题，同样占比最高。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

秘书长陈音江介绍，根据广告法、《互联网广告

管理办法》等规定，“三品一械”广告应当在发

布前由广告审查机关对广告内容进行审查；未

经审查，不得发布。

　　陈音江发现，在直播间，主播宣传推荐“三

品一械”产品行为并未纳入有效监管，导致各

种“三品一械”网络直播虚假宣传、违规广告代

言等侵权问题时有发生，不仅损害了消费者合

法权益，也扰乱了网络市场交易秩序。

健全主播培训体系

建立实时监测机制

  《消费调查报告》显示，“三品一械”直播带

货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主播在直播间宣传“三

品一械”功效以及宣传普通食品具有保健、治

疗功效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近八成受访者认为

主播在直播间介绍“三品一械”产品会起到广

告宣传效果，超八成受访者认为网红明星主播

会起到广告代言作用。

　　对此，《消费调查报告》建议，有关商家、

MCN机构和主播要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

规章制度，不得通过虚假夸大“三品一械”或普

通食品功效等方式，欺骗误导消费者；不得以

介绍健康、养生知识等形式违规发布或者变相

发布“三品一械”广告。

　　陈音江认为，可以设立专门的“三品一械”

主播培训体系，要求主播在开播前完成相关法

律法规、产品知识、职业道德等方面的培训，确

保主播在直播过程中能够准确传递产品信息，

避免误导消费者。同时，根据主播的直播行为、

消费者反馈等信息，建立主播信用评分体系，

以此激励主播自觉遵守规定。

　　北京嘉潍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葛友山认

为，主播应履行全面、真实、准确的说明义务。

比如，主播在直播销售中需承担起提供翔实、

真实和准确信息的责任；应对“三品一械”产品

的批准文号、功效、适用人群、禁忌证等信息进

行详细披露并确保信息的真实性；还应明确指

出自己的推广身份，说明自己的作用仅限于宣

传和推荐，防止消费者对主播的角色产生误

解等。

　　除了规范直播带货的主播行为之外，《消

费调查报告》还呼吁平台承担更多责任：除了

要对入驻的“三品一械”商家进行严格的资质

审核确保商家具备合法经营资格之外，还要对

商家的宣传内容加强审核和管控。采用人工智

能等技术手段对“三品一械”直播内容进行初

步审核，过滤掉明显的违法违规内容；同时设

置人工复审环节，对疑似违规内容做进一步审

核，确保审核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建立实时监测机制，对‘三品一械’直播

过程进行全程监控，一旦发现违规行为立即采

取应急措施，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确保消费

者投诉问题及时得到妥善解决。”《消费调查报

告》称。

  “平台层面，需实施严格的主播入驻审核

与持续监管策略。”葛友山说，直播带货平台应

当积极履行入驻登记核验义务，依法对直播间

运营者提供的身份、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信

息进行登记，积极采取技术措施进行核验。还

应当建立对主播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处理结果

的公示机制。

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细化违法行为标准

　　在陈音江看来，还应当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完善“三品一械”直播带货广告制度，进一步明

确主播在直播间宣传推荐“三品一械”及相关

食品行为的法律属性，细化有关违法行为的界

定和处罚标准，将直播间里的“三品一械”宣传

纳入有效监管，营造良好网络消费环境，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陈音江认为，相关监管部门应该加大对

“三品一械”直播带货行为监管和执法力度，尤

其是对直播间里的主播宣传推荐行为加大监

管力度，依法查处各种违法违规或损害消费者

权益的行为，并及时向社会公开曝光典型案

例，形成有力震慑。同时建立健全跨部门协作

机制，加强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联合执

法，形成监管合力。

　　葛友山认为，根治直播带货虚假宣传问

题需要多措并举。首要措施在于加快完善监

管体系。面对《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

在实践中的局限性，迫切需要出台更为详细

的补充细则和操作指南，针对“三品一械”直

播带货的特殊性，明确监管的范围、标准和流

程，以便更好地适应和引导直播带货市场的

健康发展。

　　在葛友山看来，还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大

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智能化的监管平

台，实现对直播内容的实时监控和自动识别。

这样的技术手段可以有效提升监管效率，及时

发现并处置违规行为。此外，应建立信用监管

体系，例如通过“黑名单”制度，对屡次违规的

直播主体进行记录和限制，防止其通过变更身

份逃避监管。

　　“考虑到直播带货的即时性和互动性，传

统的监管方式需要创新。例如，可以采取随机

抽检与定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直播带货的

广告宣传进行监管。同时，鼓励直播平台发挥

其在内容监控和交易数据管理方面的优势，与

监管部门共同维护市场秩序，确保消费者权益

不受侵害。”葛友山说。

漫画/高岳  

无标识产品被主播吹嘘能“药到病除”
网购“三品一械”产品易遭遇虚假宣传

□ 本报记者 孙天骄

　　

　　今年的“双11”战线拉得格外长。有电商平台在10月中旬

就开始了第一波预售，之后连续好几轮活动，每轮持续几天。

在漫长的活动过程中，除商品直接满减外，一些网购平台放出

了平台优惠券，为商品抢购加码。然而，多位消费者向《法治日

报》记者反映，在活动参与过程中，优惠券使用体验感很差，原

因主要在于优惠券发放规则不透明，甚至有“杀熟”之嫌。

　　10月14日，“双11”预售活动开始第一天，北京市民田女

士抢到了某网购平台发放的满2000元减280元的美妆超级

券，她经过一番计算，凑了2000元出头的商品，付了定金，并

在10月21日晚8点第一时间付了尾款。

　　这番操作让田女士觉得切实享受到了优惠，她询问平

台客服：“这个满减券之后还能再领吗？”得到肯定答复后，

她开始在平台发布的抢券时间点定点抢券，但连着3天券都

“秒无”。本以为抢不到券是因为自己手速慢或运气差，可田

女士在社交平台上搜索“美妆超级券”发现，自己守着时间

点“秒抢”都抢不到的券，却有网友过了时间点两个多小时

去活动界面还能领到。

　　她带着疑问咨询平台客服：这个券到底能不能领第二次？

平台AI客服回复称“每个用户在活动期间确实只能领取一次

哦，所以要抓紧机会领取使用”。面对这个与之前咨询情况完

全不同的回答，田女士感到不解，又咨询了平台人工客服。人

工客服否认了AI客服“只能领取一次”的说法，称“购物券是限

时限量发放的”，抢不到是因为“活动期间参与人数较多”。

　　“为什么秒抢抢不到的票，别人过了两个多小时还能抢

到？”对于田女士的质疑，客服一直用官方话术进行搪塞。田

女士感觉自己“被骗”了，浪费了时间，“抢券规则一点都不

清晰，平台不同客服间说法还自相矛盾”。

　　从采访情况来看，“双11”优惠券抢券规则不清晰在多

个网购平台均存在。

  在某网购平台，有消费者一直抢不到某优惠券后咨询

平台客服，没想到不同客服的说法各不相同。有的说“系统

随机分好的，有的自然会有，没有的怎么抢都没有”，有的则

表示“就是要靠抢，抢不到可以多试几次或者换个号再抢”，

还有的称“可能是账户内的红包、店铺优惠券领得太多了，

可以试着删掉后再抢抢看”。

　　还有消费者反映，辛苦抢到的优惠券，在使用时又出了

各种问题。浙江宁波盛女士在某网购平台抢到一张满2000

元减200元的“双11”惊喜消费券，有效期至10月20日。10月19

日上午，盛女士在该平台选中一款平板电视机，原价3689

元，当时明确显示可以用消费券，券后3489元。

　　因为还有一些其他物品需要购买，盛女士先把电视机

加进了购物车，想着晚上一起结算。没想到，到了当天晚上

结算时，电视机突然不能用消费券了。店铺客服表示券是平

台发放的，解释权在平台。平台客服则回复称“券仅限平台

指定商品使用”，但至于为什么同一天同款商品从能用券变

成不能用，客服也说不出所以然，只是表示“给您带来的不

便我们很抱歉”。

　　同一平台，有多名消费者反映遇到过类似情况——— 原本

能用消费券的商品突然用不了了。还有消费者称，有的商品，

在付款时显示能用消费券，但不知为何总是显示“系统原因”

无法付款，取消使用消费券才能付款成功，“消费券像一场儿戏”。

　　“平台优惠券发放规则不清晰”“是不是平台在大数据杀熟，越需要优惠券的越抢不

到”“给了优惠券却用不了，平台玩不起”……平台优惠券引发消费者诸多诟病与质疑。

　　观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渝伟认为，优惠券发放及使用规则若不够清晰明确，会

衍生出一系列问题。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视角来看，消费者享有知情权以及公平交易

权，倘若规则含混不清，一方面，消费者的知情权势必遭受侵犯；另一方面，由于规则

的不清晰以及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模糊性，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也会受到损害。毕

竟，同为消费者，却可能因规则不明而面临截然不同的对待。

  “若存在利用大数据‘杀熟’的情形，既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又触犯

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中针对自动化决策所设定的限制性条款。”王渝伟说。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迪说，如果平台确实通过大数据分析对不同用户采

取差异化的优惠券发放策略，导致“杀熟”，则可能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根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相关规定，平台有义务确保营销活动的公平性。如果平台通过

算法对消费者进行差异化的优惠券发放，存在“杀熟”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为不公平、

不合理的竞争行为。

  在吴迪看来，为确保消费者能够公平地享受平台优惠，平台的优惠规则至少应达

到以下标准：一是清晰透明的发放机制。平台应明确告知消费者优惠券发放的时间、

数量、领取规则及条件等，避免模糊不清。应确保发放规则对所有用户统一公开，而不

是“系统随机”的模糊说法。二是防止差异化发放。若平台采取分层级的发放策略，应

向消费者公开是否有差异化处理，避免被认为是“杀熟”。同时，应确保每位消费者获

得优惠券的机会平等，避免基于用户消费行为的数据分析导致优惠券发放的不公平

性。三是要保证规则的可持续性。活动页面应清晰说明优惠券的可用次数、时效、使用

限制等，避免消费者在使用后遭遇无法再抢的情况。如果确实是“一次性”使用，需在

规则中明确标示，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规则明晰后，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应当为所有人提供均等的机会。诚然，在某

些特定情形下，允许不同消费者享受不同规则，但也应当向其他用户进行清晰的告

知，以此充分保障用户的知情权以及自主选择权，确保整个消费环境的公平公正与透

明有序。”王渝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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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近日主办的一场研讨会上，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研究院、北京市食品药品安全法治研究会等联合发布《“三品一械”

直播带货消费调查报告》称，受访者通过网络直播渠道购买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时，最担心和遇到最多的都是虚假宣传问题。

  “三品一械”直播带货为何虚假宣传多？如何进行有效治理？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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