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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电商主播作为新兴的销售模

式，凭借其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等特点，迅速赢得了市场的青睐。然而，电商主播售假行为已成为社

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电商主播售假现象日益严重，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扰乱了市场秩序。为了

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维护市场秩序，有必要对电商主播售假行为进行刑法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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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e-commer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illar indus-
tr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an emerging sales model, e-commerce anchors have 
quickly won the favor of the market with their strong interactivity and fast communication speed. 
However, the sale of counterfeit goods by e-commerce anchors has become a hot issue of social 
concern, and the phenomenon of counterfeit sales by e-commerce anchors is becoming increa-
singly serious, which not only damages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but also disrupts the 
market order.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nd maintain market or-
der, it is necessary to criminalize the sale of counterfeit goods by e-commerce anch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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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电商主播成为了一种新兴的销售模式。然而，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商家

和主播利用这一平台进行售假活动，给消费者和市场秩序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本论文旨在研究电商

主播售假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分析现行刑法对此类行为的规制不足之处，分析对电商主播售假行为规

制存在的困境，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2. 电商主播售假行为的定义和特点 

电商主播售假行为是指主播或商家在电商平台上，通过直播、短视频等方式展示、推广和销售假冒

伪劣商品，涉嫌违反商标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误导消费者，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电

商主播售假行为具有以下特点： 

2.1. 电商主播售假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主播或商家可能通过各种手段，掩盖商品的真实情况，欺骗消费者购买。(1) 修改商品图片。主播或

商家可能会使用真实商品的图片来宣传售假商品，或者使用其他相关商品的图片进行欺骗。他们可能会

修改图片的细节，如颜色、标志等，以使其看起来更接近真实商品。(2) 描述虚假信息。主播或商家可能

会提供虚假的商品描述，包括材料、功能、性能等方面的夸大或虚构。他们可能会使用吸引人的宣传词

句，使消费者误以为商品具有某些特性或质量。(3) 利用平台漏洞。电商平台存在一些安全漏洞或监管不

严的情况，主播或商家可能会利用这些漏洞来售卖假冒商品。他们可能会创建多个账户，以规避平台的

审核和限制。(4) 虚假评价和评论。主播或商家可能会雇佣人员或使用自动化工具来发布虚假的评价和评

论，以提升商品的信誉度和销售量。这可能会误导消费者，使其相信商品的质量和可靠性。 

2.2. 电商主播售假行为具有多样性 

电商主播售假行为的多样性具体体现在：(1) 商品类型的多样性。电商主播售假的商品类型繁多，涵

盖了各个消费领域。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电商主播往往会选择那些市场需求大、利润空间高的商品进

行售假。如服装、鞋子、化妆品、电子产品、食品等各类消费品。这种多样性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也使得售假行为更具隐蔽性。(2) 品牌仿冒的多样性。电商主播售假的商品中，许多是知名品牌的仿冒品。

这些品牌包括国际知名奢侈品牌、国内著名服饰品牌、热门美妆品牌等。主播们通过仿冒不同品牌的产

品，提高了售假行为的多样性。(3) 销售手段的多样性。为了提高售假行为的成功率，电商主播会采用各

种销售手段。如夸大宣传、虚假承诺、限时优惠等。这些销售手段的变化使得消费者更容易陷入售假行

为的陷阱。(4) 直播内容的多样性。电商主播在直播过程中，会根据商品类型和消费者需求，调整直播内

容。如在美妆直播中，主播可能会分享化妆技巧、护肤知识等，以提高消费者对商品的信任度。而在电

子产品直播中，主播可能会重点介绍产品的性能、性价比等。(5) 价格策略的多样性。为了吸引更多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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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电商主播在售假商品的价格策略上也颇具心思。他们会根据市场行情、消费者预算等因素，设置不

同的价格档次。如低价清仓、限时折扣等，以提高商品的销量。 

2.3. 电商主播售假行为影响力广泛 

电商主播售假行为产生的影响力涉及的平台、人群和地域分布等方面。(1) 覆盖人群广泛。电商主播

售假行为涉及的人群极为广泛，包括各个年龄段的消费者。许多消费者对于主播的信任度较高，容易受

到主播推荐的影响，从而购买假冒伪劣商品。(2) 销售金额巨大。电商主播售假行为涉及的销售金额逐年

攀升。随着直播行业的火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通过直播购买商品，主播的影响力越大，涉及的销

售金额也越高。(3) 地域分布广泛。电商主播售假行为的地域分布广泛，不仅限于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

二三线城市和农村地区同样受到影响。这进一步扩大了售假行为的影响力。(4) 影响日常生活。电商主播

售假的商品种类琳琅满目，涵盖了服饰、化妆品、家电、食品等多个领域。这使得售假行为影响到社会

大众的日常生活。 

2.4. 电商主播售假行为违法成本低 

电商主播售假行为违法成本低具体体现在：(1) 成本低廉。相较于实体店，电商主播售假的违法成本

相对较低。主播或商家无需承担实体店的租金、人工等成本，只需在电商平台上开设店铺或直播间即可。

这降低了售假行为的经济成本，使其更容易实施。(2) 主播或商家可匿名。在电商平台上，主播或商家可

以使用虚假身份或匿名账号进行售假活动。这使得执法部门难以准确追踪到违法行为的真实幕后操作者，

增加了打击售假行为的难度。(3) 监管困难。电商平台庞大的规模和复杂的运营模式使得监管变得困难。

执法部门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才能有效监控和打击电商主播售假行为。同时，电商平台上

存在大量的主播和商家，执法部门难以逐一审查和追踪。 

3. 电商主播售假行为的影响和危害 

电商主播售假行为的泛滥给消费者、电商平台和整个市场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3.1. 侵害消费者权益 

电商主播售假行为罪主要和直接的危害就是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往往是基

于主播的推荐和宣传来做决策。消费者在电商平台购买商品时，原本期望获得质量合格、性价比高的产

品。然而，电商主播故意销售假货，商品质量无法保证，消费者购买到的商品与所宣传的不符，甚至可

能对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消费者在花费金钱和时间的同时，还可能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品质

和使用体验。 

3.2. 导致假冒伪劣商品泛滥 

一方面，电商主播售假行为为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提供了市场需求，这就刺激了假冒伪劣商品的生

产，供应商为了迎合市场需求，不断制造和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另一方面，由于电商主播售假行为对正

规渠道的商家造成了不公平竞争。电商主播售假行为通过低价、夸大宣传等手段，以次充好地吸引消费

者，正规渠道的商家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和精力来确保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这样一来，正规渠道

的商家的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导致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泛滥。 

3.3. 损害电商平台声誉 

电商平台是电商主播售假行为的承载平台。如果平台上存在大量的售假行为，电商主播售假行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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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平台上的商品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对该平台的信任将受到严重影响。电商平台的声誉受损会导致用

户流失、品牌形象受损以及其他商家的信任度下降。长此以往，电商平台将丧失竞争优势，市场份额下

滑，甚至可能面临生存危机。此外，电商平台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来打击售假行为，从而影响到

平台的整体运营效率。 

3.4. 扰乱市场秩序 

电商主播售假行为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还破坏了市场秩序。因为售假行为破坏了正常的

商品交易秩序，使得市场竞争不公平，合法商家在公平竞争中难以脱颖而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日益

严重。这种现象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衰退，从而导致市场经济秩序失衡，扰乱

市场秩序。 

4. 电商主播售假行为的规制困境 

电商主播售假行为涉及多个法律问题，在我国现行的刑法体系下，电商主播售假行为可能触犯以下

几个罪名：(1)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电商主播如果销售的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侵犯了商

标权人的合法权益，将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

品罪；(2) 非法经营罪。电商主播售假行为可能涉嫌非法经营，如果销售金额达到一定数额，将触犯《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3) 虚假广告罪。电商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对商品

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虚假广告罪。若

网络主播在广告活动中仅仅被界定为广告代言人，则不符合虚假广告罪的主体条件，其行为自然不构成

该罪[1]。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对电商主播售假行为的规制面临一定的困境。 

4.1. 电商主播法律身份认定存在争议 

在电商主播售假行为中，涉及到主播、商家、供应链等多个环节。中国广告协会于 2020 年 6 月发布

的《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明确对商家、主播、网络直播营销平台、其他参与者四类主体制定了不同

的行为规范，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 2020 年 11 月发布的《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

见》也明确，网络平台、商品经营者与网络直播者依据不同的法律承担相应的责任，上述文件均赋予了

主播不同于经营者的独立法律地位[2]。一方面，对于电商主播是否具备独立经营资格的问题存在争议。

一些观点认为，电商主播作为独立经营者，应当对其所售商品承担法律责任，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电

商主播仅为电商平台上的销售渠道，不具有独立经营资格，对其所售商品的责任应由商家承担；另一方

面，主播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存在争议。有人认为主播作为销售者，明知商品为假冒伪劣产品而进行销

售，应承担刑事责任。有人认为主播仅为销售渠道，不直接参与商品的生产和销售，刑事责任应由实际

经营者承担；再次，共同犯罪认定方面存在争议。在电商主播售假行为中，如果主播与商家、供应链等

环节存在共同犯罪行为，如何认定共同犯罪的主体、犯罪事实和刑事责任分配等方面存在争议。在现行

法律体系下，对于犯罪主体的认定存在一定模糊性，可能导致刑事责任难以落实。 

4.2. 电商主播售假的主观故意难以认定 

故意作为犯罪人心理主观活动，若其不如实供述，往往很难被外人准确判断。一方面，主播的直播

内容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行为展示，这些信息往往是主观的，难以准确判断主播是否有意销售假货。主

播可以使用模糊的措辞、夸大的宣传手法等，使其真实意图难以被察觉；另一方面，主播的主观故意往

往难以通过客观证据进行证明。主播可以删除直播链接、下架商品，使留存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故意销

售假货。此外，主播可以辩解称自己不知道商家提供的商品是假货；再次，主播与商家之间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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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存在复杂的层级关系，主播可能只是商家的代言人，对商品的真实情况不了解。这使得难以确定主

播是否有故意销售假货的主观意图。因此，直播电商主播主观故意难以认定，影响刑法对其规制。 

4.3. 电商主播售假的证据收集困难 

一是电商主播售假行为的证据主要以电子数据为主，包括直播视频、音频、聊天记录、交易记录等。

这些电子证据容易受到恶意篡改和损毁，导致取证难度加大。同时，部分主播可能会删除关键证据，使

得取证工作更加困难；二是由于电商主播售假行为往往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如商家、主播、观众等，

证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难以确认。这导致在收集证据过程中，很难确保证据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最后，

电商主播售假行为往往涉及多个平台、多个商家和大量观众。取证过程中，需要对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和

调查，这不仅耗时较长，而且涉及高昂的取证成本。并且，这种越过平台的交易，导致经营者轻易就能

抵赖和不负责任，在没有网络平台干预的情况下，消费者依靠自己维权成功的可能性较低[3]。 

4.4. 法律法规滞后 

随着电商行业的发展，电商主播售假行为的形式也在不断演变。现行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更新滞后的问题，难以有效应对新型犯罪手段。由于电商主播售假是相对新兴的问题，相关法律法规对

其规制不够明确和完善。这给执法部门带来了困难，也给电商平台和消费者维权带来了难题。电子商务

领域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对于电商主播售假行为的打击力度和处罚力度相对较弱。这给了售假者一定

的法律漏洞，使其有机可乘，减少了违法行为带来的风险感。 

5. 规制电商主播售假行为的具体完善措施 

5.1. 明晰电商主播法律身份定位 

电商主播的身份认定存在争议主要是因为其角色定位的模糊性。一方面，他们可以被视为电商平台

的销售人员，另一方面，他们也是独立的个人主播。这种模糊性导致了对电商主播售假行为的责任归属

不明确，因此进一步加剧了规制困境。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明确电商主播的身份定位。首先，电商

平台应该明确规定电商主播的行为规范，包括禁止售假、必须对商品进行真实描述等。同时，电商平台

也应该对主播进行严格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其遵守规定。其次，对于违规的主播，电商平台应该有明确

的处罚机制，比如罚款、暂停或终止合作等。这样既可以对主播形成约束，也可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此外，电商平台还可以通过建立诚信体系，鼓励主播自觉遵守规定，比如对诚信度高的主播给予更

多的推荐和支持。同时，加大对售假行为的打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从而有效地遏制电商主播售假行

为。 

5.2. 明确电商主播的主观故意 

在刑法学的框架内，评估电商主播是否存在主观故意的不当行为，需要细致考察以下核心因素：一

是认知要素，主播对于所推介商品的真实性质是否具备清晰的认识，包括知晓商品存在的质量问题或系

假冒伪劣产品等情况。二是意图要素，主播是否具有明确的意图去误导或欺诈消费者，例如通过发布虚

假广告、夸大产品功效等手段进行不当营销。三是行为要素，主播的言行是否直接导致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受损，例如消费者基于主播的推荐而购买到不符合描述的商品。四是后果要素，主播的行为是否给

消费者带来了财产损失或其他形式的权益侵害，例如消费者可能因购买到问题商品而要求获得精神损害

赔偿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标准仅提供了一般性的评估参考，针对具体案件的评判必须依据全面

的事实调查和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标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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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建立健全证据收集和取证机制 

一是建立一个专门的举报渠道，使消费者和其他相关方能够方便地举报电商主播售假行为。这个渠

道可以是一个在线平台或者专门的举报热线，确保举报信息能够及时收集和处理；二是制定详细的证据

收集流程和标准，明确收集哪些证据以及如何收集。例如，要求消费者保存交易记录、截图聊天记录、

保存商品图片等。这样可以确保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三是强化数据保护措施，确保证据收集过程中

的数据安全和保护。这包括采取技术措施保护证据数据的机密性和完整性，避免证据被篡改或泄露。最

后，可以加强跨部门合作和信息共享，建立一个信息共享平台，用于各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该

平台可以用于共享电商主播售假的线索、案件信息、证据等。这样可以避免信息孤岛和重复办案，提高

打击售假行为的效率和准确性。 

5.4. 加强刑事司法实践和司法解释 

一方面，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执法部门应积极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对涉及售假行为的电商主播进行

严厉查处。首先，要加大对售假行为的打击力度，对涉及犯罪的主播及相关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形

成强烈的震慑作用。其次，要注重跨部门协作，加强与电商平台、网络服务提供商、物流企业等相关部

门的协作，形成联合打击售假行为的合力。最后，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对

售假行为进行精准打击，提高刑事司法实践的效果。 
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尽快出台针对电商主播售假行为的专门解释，明确相

关法律适用问题，为执法部门提供明确的执法依据。首先，要对电商主播售假行为进行界定，明确其构

成要件和认定标准，使执法部门在查处此类行为时有据可依。其次，要明确电商主播售假行为所涉及的

罪名，如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欺诈罪等，并解释相关罪名的构成要件和法律责任。最后，要对

司法解释进行定期更新，以适应电商行业的发展和售假行为的变化，保持司法解释的时效性和针对性。 

6. 结语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是电子商务领域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命题，

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发展数字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4]。电商主播售假行为不仅损害了消费

者的权益，而且破坏了市场秩序，影响了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对主播售假行为进行研究，将其纳

入法治轨道，破除刑事理论和立法规制困境，能震慑犯罪，防止违法犯罪行为的滋生和蔓延，维护电子

商务市场秩序，保障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5]。当前，我国在刑法规制电商主播售假行为方面存在一定的

法律空白和模糊地带，这为不法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促

进电商行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加强对电商主播售假行为的刑法规制。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法律对策和建议，

包括明确电商主播的法律地位和责任、完善取证制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随着电商行业的快速发展，

电商主播售假行为的形式和手段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关注新的问题和挑战，如跨国电

商平台的售假行为、新技术(如区块链)在打击售假行为中的应用等。 
利用电商主播进行销售的方式火爆，但售假违法犯罪也由此高发，有效的法律规制是电子商务健康

长久发展的有力保障。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屏障，对规范和约束主播等主体行为，规范市

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知识产权有重要作用。综上所述，为了营造良好的网络营商环境、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应严厉打击利用主播售假的违法犯罪行为，通过对电商主播售假行为的刑法规制，构建

一个公正、诚信、有序的网络市场环境，维护消费者权益，推动电子商务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对于

维护知识产权和推动电子商务法治化、可持续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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