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11”将近，直播购物角逐再升级，
除了明星助阵、“低价抢客”外，“电商捧
哏”“职业弹幕人”等也成为除主播之外的
商家“标配”。有人认为这是行业细分更
加专业化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这些套路满
满的设计让消费者无所适从。那么，“电
商捧哏”“职业弹幕人”等直播现象是否合
法？法律如何解决电商新配置带来的新
问题？监管部门和直播平台又该怎么做
才能合力根治电商乱象呢？

“电商捧哏”“职业弹幕人”违法吗？

手一“抖”就跳到广告 让人反感的流量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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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捧哏”也需承担销售者责任

“没错的”“要的呀”“上链接”……在电商直播
间里带动用户激情下单的带货场控“气氛组”群体
近日登上网络热搜，他们被网友称为“电商捧哏”，从
事这份职业的，号称“喊上三句话，就能月入8000元”。

行业将“电商捧哏”称为“直播中控”，中控的工
作横跨直播的前、中、后阶段，需要负责设备调试、
后台操作、维护直播秩序、数据复盘等内容。“电商
捧哏”常营造直播间“人流涌动”“低价抢购”的氛
围，搭帮吆喝卖货，比如重复“1、2、3，上链接”“大家
把屏幕上的小红心点一点”等，都是在给消费者一
些心理暗示，并没有破坏商业规则。

不过，除了铺垫氛围、把控节奏外，很多“电商
捧哏”还展现了另一个重要作用，即“逼单”。“逼单”
由直播间的许多角色共同完成，比如主播会反复强
调最低价、库存有限、卖完涨价等关键词，以此来制
造“不买肯定后悔”的氛围。而“捧哏”则通常会在
这时候附和主播的关键词，比如“库存还有吗”“快
没了”……强化认知的同时，也通过对话催促用户
下单。此外，还有一些“极限逼单”的做法可能已经
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如“电商捧哏”在给主播搭腔的
同时，还要操作七八台手机，在主播说“还有多少人
没抢到的，扣1”时，为了给用户制造一种很多人在
抢购、“手慢无”的紧张感，他们就在评论区疯狂刷
弹幕，而显示出的库存、销量等数字往往会注入水
分。此举就是对消费者权益的侵犯。

我国消费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了消费者知
情权，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
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向消费者提
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
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宣传。法律之所以如此规定，就是防止消费者被
蒙蔽。

因此，“电商捧哏”营造出的不真实的疯抢氛围
很容易误导消费者，致使他们在“极限逼单”之下做
出不理性的购买选择。《2020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
研究报告》显示，直播电商平均退货率为30%至
50%，远高于传统电商退货率的10%至15%，也在某
种程度上说明，对商品服务的宣传与实际情况还有

距离和水分。
在2021年施行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详细区分了直播营
销平台、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其中，直
播间运营者，是指在直播营销平台上注册账号或者
通过自建网站等其他网络服务，开设直播间从事网
络直播营销活动的个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而直播
营销人员，则是指在网络直播营销中直接向社会公
众开展营销的个人。“电商中控”被纳入直播间运营
者来管理，不断在屏幕前高喊“上链接”的“电商捧
哏”因其行为介入营销活动较多，对消费者的购买
影响较大，因此将“电商捧哏”纳入助播人员范围，
同主播一起纳入直播营销人员管理比较适宜。

《管理办法》规定，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
员从事网络直播营销活动均不得发布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信息，欺骗、误导用户，不得营销假冒伪
劣、侵犯知识产权或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
求的商品，不得虚构或者篡改交易、关注度、浏览
量、点赞量等数据流量造假。

对于“电商捧哏”的身份认定，在《管理办法》的
第十九条也做了规定，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
发布的直播内容构成商业广告的，应当履行广告发
布者、广告经营者或者广告代言人的责任和义务。

因此，在确定身份之后，“电商捧哏”在与电商
主播们共同设计的直播间购物场景中就不能再游
离于法律之外，要同带货主播一起承担起相同的销
售者责任，对商品质量负责，在所售商品对消费者
人身、财产权益造成侵害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职业弹幕人”可能触犯刑法

有的直播间不光有“捧哏”，还有“职业弹幕
人”。今年9月，亳州公安局高新分局通过缜密部署
成功打掉了一个非法经营犯罪团伙，他们披着商贸
公司的外衣，购买手机搭建机房，组织刷手，为某平
台电商提供跟播互动，刷虚假好评增加人气，营造
商家商品质量好、销量高的假象，从中获取非法利

益。警方在现场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7名、查获作
案手机600余部、作案电脑3台，涉案金额达百万余
元。据交代，该团伙在一个30人的直播间中竟设置
了28个水军，为多家公司提供有偿刷量控评服务。

还有一些刷屏公司推出的云控系统，操作起来
更加简单粗暴，一部手机可以同时操控200到2万
部手机充当水军。为了让“水货”看起来更真实，在
进入直播间时，刷屏公司的云控系统还能事先设定
批次、进入时间以及不同的发言内容等。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职业弹幕人”别以为只是
简单地“当托儿”，还要承担民事、刑事法律责任。
首先是民事责任，“职业弹幕人”“网络水军”编造、
传播虚假信息等行为，造成不利影响和后果的，根
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四条，网络用户、网络服
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其次是刑事责任，第一类是以营利为目
的，在直播平台上有偿提供发布虚假信息、或有偿
提供删除信息等服务，可能涉嫌刑法第二百二十五
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第二类是在直播间发布大量
负面弹幕，以停止发送差评弹幕为由，敲诈勒索公
私财物，可能涉嫌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的敲诈
勒索罪；第三类是在直播间里散布或指使他人散布
虚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可能
会以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处罚。

直播平台须履行审核监管

历经近十年发展，电商直播已成为很多人日
常购物的主要途径之一。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
前9个月，全国直播电商销售额达1.98万亿元，同
比增长60.6%。

针对“电商捧哏”“职业弹幕人”等直播乱象，监
管部门、直播间运营者和营销人员该如何做才能实
现消费者权益保护和电商直播行业发展双赢呢？

首先，依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商务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规
定，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

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
择权；不得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
骗、误导消费者；不得通过机器或人工方式刷榜、刷
量、控评，营造虚假流量，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直播
数据造假行为显然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应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其次，针对虚假弹幕、直播数据造假这一乱象，
我国还出台了多部专门性规范文件。例如我国
2020年出台的《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
管理的通知》规定，对发现相关主播及其经纪代理
通过传播低俗内容、有组织炒作、雇佣水军刷礼物
等手段，暗示、诱惑或者鼓励用户大额打赏，或引诱
未成年用户以虚假身份信息打赏的，平台须对主播
及其经纪代理进行处理，列入关注名单，并向广播
电视主管部门书面报告。对点击量高、成交量虚
高、打赏金额大、业务类别容易出问题的直播间，要
建立人机结合的重点监看审核机制，跟踪节目动
态，分析舆情和原因，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导向偏差
和问题。

随后的《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还专
门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加强直播间内链接、二
维码等跳转服务的信息安全管理，防范信息安全风
险。直播营销平台应当建立健全风险识别模型，对
涉嫌违法违规的高风险营销行为采取弹窗提示、违
规警示、限制流量、暂停直播等措施。直播营销平
台应当以显著方式警示用户平台外私下交易等行
为的风险。《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营利行为促
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不得通过造
谣、虚假营销宣传、自我打赏等方式吸引流量、炒作
热度，诱导消费者打赏和购买商品。

今年7月，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加强自媒体
管理的通知》，加大对自媒体所属MCN机构管理力
度。MCN是指为网红和自媒体提供内容策划、宣传
推广、粉丝管理、签约代理等服务的机构。网站平
台应当健全管理制度，对MCN机构及其签约账号实
行集中统一管理。在自媒体账号主页，以显著方式
展示该账号所属MCN机构名称。对于利用签约账
号联动炒作、多次出现违规行为的机构，网站平台
应当采取暂停营利权限、限制提供服务、入驻清退
等处置措施，旨在规范直播行为，促进网络直播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最后，通过对现有法律法规和专门性规范文件
的梳理，不难发现，现有的规定详细指导了网站平
台如何规制虚假数据、直播造假行为，但对于直播
间出现的乱象及直播平台怠于规制的处罚力度很
低，尤其是罚款金额、标准不明确，一定程度上造成
即使被平台处罚，利用不法团伙刷单、控评的直播
间仍然可以因不法行为而获利的现象。

笔者认为，根治电商直播乱象新问题，一方面
可借鉴解决高空坠物等社会难题的经验，及时出台
高位阶、制裁措施全面的专门性法律或司法解释，
另一方面也提醒消费者在进入直播间时要警惕“电
商捧哏”“职业弹幕人”，理性对待他们的“极限逼
单”和套路话语，对于数据异常的直播间要及时退
出，莫让水军影响了自己的真实选择。

据《北京日报》

打开手机，启动软件时轻微晃动，屏幕上立刻
就跳转到第三方购物软件；软件使用过程中离开片
刻，返回时广告会再次弹出；试图点击关闭按钮，却
还能继续跳转到广告……近日，不少用户吐槽手机
软件广告的不良体验。

手机软件广告惹人烦，这不是新问题了。此
前，针对App开屏弹窗信息“关不掉”“乱跳转”问
题，工业和信息化部持续进行了整治，已经取得了
明显成效。不过，一些软件弹出广告诱导点击的手
段不断“升级”，让用户越来越防不胜防。比如，不
少网友吐槽，自己在行走时轻微晃动手机，就会被
强行跳转到第三方App；此外，软件又“发明”出上滑
广告、前倾广告、扭一扭广告等模式，让用户用个手
机也如履薄冰，生怕一动就跳转到莫名其妙的链接。

关不掉乱跳转 戏称电子“牛皮癣”

手机软件发布广告，本是正常商业行为。但

是，不顾用户体验甚至违背用户意愿强行推送广
告，就越过了“正常”的界线。我国广告法明确规
定：“以电子信息方式发送广告的，应当明示发送者
的真实身份和联系方式，并向接收者提供拒绝继续
接收的方式。”“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得影
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
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
关闭。”

很明显，那些明明点击了关闭按钮，却反而跳
转到第三方链接的广告；那些虽然有关闭按钮，却
强制要求过若干秒以后才能关，用户再着急也只能
等着的广告；那些晃一下就跳转的广告，都涉嫌违
反以上规定。难怪不少网友对这类广告深深厌恶，
戏称它们是电子“牛皮癣”。

关不掉、乱跳转的广告，不光剥夺了用户的自
主选择权，还涉嫌侵犯用户隐私。“摇一摇”等互动
类广告离不开手机陀螺仪和运动传感器数据的调
用。这些个人数据的使用是否取得用户授权？软

件是否存在违规收集信息、过度索权等问题？都必
须调查清楚，厘清责任所在。如此，才能更好保护
用户权益，不用担心自己的隐私数据被当成引流的
工具。

或存在用户信息泄露

2022年10月，华南理工大学一名大学生起诉某
社交平台“摇一摇开屏广告”没有关闭功能，主要依
据就是涉事App并没有申请使用自己手机的陀螺
仪、加速度传感器权限，却在弹出广告中使用了对
应权限。可见，“摇一摇”等互动广告在个人信息保
护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缺失。

在上述案例中，因涉事社交平台在开庭前对被
起诉的技术设置做出了整改，法院驳回了原告诉讼
请求。但是，法院认定了被告确实侵害了用户个人
信息权益及自主选择权。

这个案例也给广大网民以启发。面对关不

掉、乱跳转的手机软件广告，用户应提高自我维权
意识，积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增加手机软件运营商的违法成本，让他们在设置
引流陷阱时处处碰壁，从而减少误导、诱导用户的
行为。

当前，手机和手机软件都已成为大众不可或缺
的日常工具，电子“牛皮癣”式的广告，严重影响用
户使用体验，也涉嫌侵害个人合法权益，决不能听
之任之。广告法明确，违反上述规定的，由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对广告主处5000元以上3万
元以下的罚款。因此，相关部门应加强对手机软件
的监管，畅通投诉渠道，加大执法力度，以保护用户
合法权益。

对于投放这些广告的商家来说，即使借此吸引
了一些流量，但实际转化用户的意义极其有限。以
用户反感为代价的流量，无异于饮鸩止渴。真正有
眼光的企业应该认识到这一点。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