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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商家和个人通过网络平台直播进行商品销售。网络直播带货掀起

了新型消费热潮，在网络主播直播带货带来积极影响时，也要注意到网络主播直播带货中存在一系列法

律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网络主播直播带货中的法律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保障消费者权益，促进行业

的健康发展。本论文旨在研究网络主播直播带货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并进行分析以及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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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ise of online live streaming, more and more merchants and individuals are selling goods 
through live streaming on online platforms. Online live streaming has set off a new type of con-
sumption boom, and when online anchors bring positive impacts on live streaming, it is also ne-
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a series of legal issues in online anchors’ live streaming.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duct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legal issues in the live broadcast of online anchors 
to protect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in-
dustr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udy the legal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live streaming of 
online anchors, analyze them, and propos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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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信息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上的各大网络平台百花齐放，传统的实体经济受

到了重大的冲击及影响，特别是在 2020 年疫情爆发后，许多人居家隔离呆在家里进行网上购物更是进一

步使传统实体经济受到重创，导致许多实体店出现产品大量囤积滞销，给实体经济带来了巨大挑战。为

了破解产品滞销、产品销售困难等问题，许多知名明星、人气“网红”、商家、个人等都纷纷加入到各

大互联网平台进行直播带货，借助直播间平台现场宣传、销售、推广产品或服务等。在此种情形下的确

推动了电子商务的发展，尤其是对直播带货的发展。 

2. 网络直播带货的定义及特征 

网络直播带货，是指通过互联网信息平台、手机应用软件、小程序等载体，以现场视频直播、现场

音频直播或多种直播相结合等形式向不特定多数人持续向公众传递实时的营销或服务的行为和活动。网

络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在后疫情时代网络直播带货被社会大众普遍接受。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5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我国网

民规模达 10.92 亿人，较 2022 年 12 月新增网民 2480 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77.5% [1]。 
网络主播直播带货能被社会公众所接受。快速发展起来也是基于网络直播带货的几个特点：一、即

时即快传播性广。网络直播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视频音频传输，商家通过直播方式，向消费者展示商

品，消费者可通过该网络平台进行购买，不受空间、时间、地域的限制，消费者就可以买到自己所需的

商品。二、互动性强成交率高。经常进入一个直播间都会听到“所见即所得”，通过网络直播让消费者

在下单时更加透明，打消消费者购买的种种顾虑，成交率自然较高。三、受众性广营销性强。网络直播

带货过程中，通过直播，利用大数据的优势，进一步提高浏览流量，不受时间的限制，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只要消费者有流量打开手机就可以随时观看或浏览，并且消费者还可以了解到产品的相关信息，即使

消费者没有购买的意向，但是也会潜在受其影响。 

3. 网络主播直播带货中存在的问题 

网络直播带货掀起了新型消费热潮，各种产品由滞销转变为畅销，助推了经济的发展。直播带货前

景广阔，但直播带货在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要注意到网络主播直播带货带来的问题。 

3.1. 诱导交易，消费者维权难 

对主播来说，其直播活动的本质并非情感互动，而是诱导性消费；他们的利益获取方式也并非用户

打赏，而是更直接的直播带货收入[2]。网络直播营销常以简单的“好吃不好吃”“好用不好用”作为模

糊标准，缺乏从品牌方、生产方、供应链、物流等多维度进行考察。不受约束的“上链接”行为也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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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假冒伪劣现象多发，消费者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3]。在某些直播平台中的主播利用“专拍链接”

和“秒杀链接”在直播间进行售卖而不对产品的质量、性质进行准确地描述，该产品链接详情页内也没

有对产品进行说明介绍。在这种情况下若消费者通过该链接进行消费,在后期消费者拿到该产品时发现有

问题，如果主播删除直播回放或不存直播回放，此时消费者将很难维权。 

3.2. 数据造假，欺骗消费者 

2020 年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的“双 11”消费者维权舆情分析报告显示有关“网络直播带货”负面信

息近四万条[4]。流量是网络空间重要的资源，当网络上同类产品众多时，消费者往往倾向于销量高、用

户评价好的产品，这在直播过程中体现在直播间的访客量、达成交易量上[5]。现在许多商家为了更好营

销自己的产品进行地大量买“水军”、“刷好评”，并且“水军”现在已经形成专门的业务。为什么商

家要进行如此一番的操作呢？其原因就是在于我们每个消费者在消费时都抱着一种从众心理，如果该产

品很畅销，好评很多就说明产品没问题。商家正是抓住消费者的这种心理欺骗消费者。 

3.3. 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 

虚假宣传的原因在于许多商家利用“明星效应”、“网红效应”，请许多当红、知名的明星或者网

红为自己的产品进行销售，让明星们在直播的过程中对该产品进行虚假宣传、对该产品进行扬长避短，

对产品缺陷只字不提，以及进行让人误解的产品宣传。某些所谓的“网红产品”，其质量往往得不到保

证，部分甚至是“三无”产品、假冒伪劣产品，严重危及消费者的产品体验、人身安全[6]。很多消费者

基于对明星的信赖与信任无脑下单，当消费者收到货时却发现与直播间宣传的产品并不一致，使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 

4. 网络主播在直播带货中承担的责任 

4.1. 承担商品质量瑕疵担保责任 

网络主播到底需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要确定网络主播直播带货是属于销售行为还是广告行。直播

带货中的主播并非所销售商品或劳务的生产者或经营者，原则上并不对所销售的商品承担相应的连带责

任[7]。因为网络主播直播带货过程中消费者都是通过点击直播间的链接跳转至电商平台或者店铺进行购

物，而不是直接向主播购买产品，此时消费者与网络电商平台或店铺建立买卖合同关系，商品质量由网

络电商平台店铺负责。但是如果网络主播直接向消费者出售产品、收取价款，此时的网络主播为卖家，

消费者视域网络主播建立买卖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典》第 617 条 1 的规定，网络主播向消费者交付的

产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应承担违约责任。 

4.2. 承担违约责任 

主播为了推荐产品促进交易，会对产品的质量、参数、功能等进行介绍。在直播中主播对产品的质

量、参数、性能等描述可能构成要约。根据《民法典》第 473 条 2与第 491 条 3的规定可以得知，如果网

红在直播过程中介绍了具体商品的名称、价格、规格、参数等信息，并且向消费者承诺其就直播内容愿

 

 

1《民法典》第六百一十六条：当事人对标的物的质量要求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五百一十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

适用本法第五百一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2《民法典》第四百七十三条：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表示。拍卖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债券募集办法、

基金招募说明书、商业广告和宣传、寄送的价目表等为要约邀请。 
商业广告和宣传的内容符合要约条件的，构成要约。 
3《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一条：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要求签订确认书的，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 
当事人一方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发布的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符合要约条件的，对方选择该商品或者服务并提交订单成功时合同成

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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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接受相关约束，则构成要约。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主播进行介绍的要约内容就是销售者与消费者之

间买卖合同中的组成部分。销售者需要向消费者交付符合直播宣传的商品，否则构成违约。 

4.3. 承担侵权责任 

在直播过程中，直播带货人员往往直接对商品的性能、属性、特点、规格、使用方法等内容进行介

绍以进行营销[8]。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发布虚假产品信息，欺骗、误导消费者并导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

损的，承担连带侵权责任。相较于传统的电子商务，直播电商最大的特点在于，通过主播直播的方式进

行产品营销。很多主播认为自己直播带货本质上跟销售员在线下门店中的销售产品没有区别。所以，不

认为自己是在打广告。但是，根据《广告法》第二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

提供者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商业广告活动，适用本法。

《广告法》并未对“广告”这一词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文义解释广告应为“通过一定媒介形式介绍自己

所推销的产品或者服务”。因此网络直播带货自然属于典型的商业广告。《广告法》第五十六条 4 规定

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产品或服务，网络主播发布虚假广告的，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其他类型的产

品或服务，网络主播如果明知但仍然发布虚假广告的，将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5. 针对网络主播直播带货的建议 

5.1. 提高消费者维权意识 

政府或者相关部门制作易于消费者理解和接受的网络直播带货法律法规的宣传资料。在网络平台进

行宣传，利用网络平台进行宣传，包括社交媒体、电商平台、视频平台等，发布相关宣传资料、法律法

规知识和案例解读等内容，提醒消费者关注网络直播带货的法律问题。通过手机 APP 和短信渠道向用户

发送法律法规的宣传信息，提醒用户关注网络直播带货的合规性。定期发布案例和警示信息，定期发布

网络直播带货违法违规案例和警示信息，提醒消费者警惕风险，增强法律法规的约束力和宣传效果。 
同时相关部门要大力鼓励消费者进行维权和投诉，建立多渠道维权通道，使消费者的维权需求得以

满足。在网络直播中进行消费的消费者按照传统的维权途径将会导致消费者维权成本高，消费者要投入

大量时间使其维权积极性降低。因此网络平台对消费者建立多渠道的维权通道。首先网络平台的机器人

客服与消费者沟通，若沟通未果；其次消费者可以转人工客服再进行沟通；最后，网络平台可以通过网

站投诉、官方微博留言私信、微信公众号留言私信以及电话投诉等多渠道处理消费者的维权与投诉。这

样不仅可以解决消费者维权难得问题而且还能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 

5.2. 加强对网络主播的违法处罚力度 

网络主播直播带货中的为了获取高额收益，在网络直播带货中总会对其产品进行虚假宣传，欺骗消

费者，因此很有必要加强对网络主播加大违法处罚力度增加其违法成本，打消网络主播的违法犯罪念头。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商务法》及其他相关部门法应当加重网络主播的法律责任，将网络主播进

行实名认证和身份审核，对于网络主播直播带货中存在的虚假宣传、流量数据造假等违法违规行为，采

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包括罚款、暂停直播、封禁账号等。同时建立违法行为的黑名单制度，对多次违法

 

 

4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发布虚假广告，欺骗、误导消费者，使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由

广告主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不能提供广告主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要求广告

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先行赔偿。 
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其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

担连带责任。 
前款规定以外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其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广告代言人，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

假仍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或者作推荐、证明的，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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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主播纳入黑名单永远不得进行直播带货并按照其所获取的非法收益进行处罚。 

5.3. 加强数据公开透明 

网络平台要加强对流量数据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利用技术手段对流量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通

过数据比对和分析，及时发现和纠正网络主播数据造假行为，确保数据不被人为操作和篡改。同时网络

平台也要要求网络主播公开其流量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确保数据公开透明。若存在数据存疑时也可以

请求第三方机构对数据进行独立监测和验证，增加数据的可信度。发现网络主播在直播带货过程中存在

流量数据造假行为，要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包括罚款、暂停直播、封禁账号并将其黑名单等处罚措施。 

6. 结语 

网络直播带货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已经在短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普及。它通过结合直

播技术和电子商务，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购物方式，同时也为商家带来了广阔的销售渠道。但是

在网络直播带货中存在的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消费者维权难等法律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关注。

主播在进行网络直播带货时，应该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自己的行为合法合规。平台方也应严格审

核主播的行为，加强对直播内容的监管，以维护用户和消费者的权益。主播应该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

加强自律，遵守法律规定，消费者要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和权益保护意识，能够识别虚假宣传、了解自

己的合法权益以及主动维护自己的权益。平台方应加强对主播的培训和监管，建立完善的审核机制和投

诉处理机制，规范网络直播带货的行为。只有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进行网络直播带货，才能保障消费者

的权益，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加强法律意识，完善法律法规，实现网络直

播带货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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