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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星农药精品推荐
混合氨基酸铜

杀菌+刺激作物生长双
重功能；

有效防治根腐病、枯萎
病、黄萎病、茎基腐病等土传
病害导致的烂根死棵问题；

防治大姜死棵、烂根、
黄叶，效果显著。

山东鑫星农药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36-5289000 15763051001
广告

50%氯溴异氰尿酸

农用链霉素、

叶枯唑替代品！

防治死棵烂根，

广谱杀菌！
（可溶粉剂）

真菌、细菌
病毒铲除剂

调理土壤
防治死棵

0536-5253221

监督维权 广大菜农，您是否因伪劣农资坑害而头疼不已？
生产企业和农资商，你是否为假冒产品侵权而忧心忡忡？
北方蔬菜报有一条监督维权热线0536-5253221，一直守护在咱们身边。
如果你在消费中遭遇陷阱，在维权中陷入困境，请拨打0536-5253221，同时开通三条记者维权热线：
15653691383 吴记者 15949780978 王记者 13869672375 果记者

近年来，网络直播带货热度不减
却乱象丛生。所谓网络直播带货，就
是商家邀请“带货主播”，在各种网
络平台上以网络直播形式实时对商品
或服务进行展示、解答，吸引消费者
购买。直播带货的这股风也吹到了农
资销售行业，越来越多企业、农资店
都做起了直播卖货，也有农民开始从
直播间购买农资产品。网络直播带货
给消费者带来了全新的购物体验，不
过，不规范带货行为导致侵权的情况
也时有发生。网络直播带货与一般的
网络购物有何不同？主要存在哪些乱
象？该如何监管和维权？

直播间两分钟售九百单？
页面成交量仅几十

“最后100单”“注意手速”“手慢
无”，您有没有在直播间因为听主播
这样说而冲动下单？来自北京的夏女
士就是听了某网红“带货主播”这样
的话而在直播间下单购买商品，事后
却发现商品实际销售情况并非主播宣
称的那样，于是将主播及商家告上了
法庭。2021年，来自北京的夏女士在
某网络直播平台观看“带货主播”马
某某对一款白酒的推介，主播声称这
款白酒在其直播间购买有价格优惠。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直播间的主播声
称这款白酒从上架一千单已经卖到了
剩下最后一百单的库存。

夏女士看到这款酒类商品如此火
爆，所以她就下单购买了这款商品，
但是在她收到酒的时候，她回头去看
这款酒当时的链接，发现链接上的累
计销量只有几十，不像当时主播在直
播间说的“上架一千单，然后一下子
就被抢空”的那种情况。更令夏女士
感到无法接受的是，收到所网购的白
酒以后，她在网上搜索到该款白酒的
市场价格并非像带货主播宣称的那
样。夏女士认为自己受到了欺诈，将
主播及销售方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
判令撤销购买订单，主播及销售方退
还价款、承担商品退回运费并进行三
倍赔偿。

原告夏女士所购白酒的市场价是
否如直播间宣称的是六七百元一瓶，
该款酒直播的销量真的像“带货主
播”所说“上架一千单，还有最后一百
单”？法庭对各方提供的证据进行了
认定。夏女士通过搜索所购同款白酒
在各大平台的销售价格，主张涉案白
酒的市场价在200元左右。北京互联
网法院法官助理李绪青：“我们发现
夏女士提交的证据，基本这款酒在各
大平台上的销售价格其实是跟她在购
物时所支付的价款差距不大，也就相
当于并没有像主播在直播间陈述的，
当时这款酒的行情价能高达六七百块
钱的情况。”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马

某某未能证明涉案白酒市场价确为直播
间所称的“六七百元一瓶”，应承担举证
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法院认定马某某
就涉案白酒的市场价存在虚构行为，构
成欺诈。马某某在直播中声称上架了
1000 单涉案白酒，约 2 分钟后称还剩
100单，提醒观众“注意手速”。夏女士提
供的证据显示，涉案商品链接标注销售
额为“已售37”，马某某和销售公司未提
供证据证明当晚直播间涉案白酒的即时
销量达到900单，法院经审理认定马某
某虚构交易、虚标成交量，构成欺诈。最
终，法院判决被告马某某与销售公司退
货退款、承担退货运费并支付三倍惩罚
性赔偿。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网购农资
种植户一定要“瞪大眼睛”

目前的直播平台和销售人员的业务
能力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存在超范围推
广现象，从而给农民带来很大影响和损
失。

有经销商反映，前两年，东北部分地
区存在直播带货的玉米肥夸大宣传的现
象。带货主播宣传所销售的玉米肥能够
抗虫、抗病，但实际上抗病性非常弱，而
且当年购买这款产品的农户玉米地中还
发生了严重的虫灾，几乎绝收。他说：“当
时的农民可以说是欲哭无泪，这与直播
平台监管存在疏漏不无关系，希望相关
部门把好直播带货的准入关，尽快建立
规范的制度，让农民少受一些伤害，少花
冤枉钱。”

另外，还有一位地级经销商向记者
反映，直播带货的主播佣金十分高，卖一
袋种子的提成能够达到20元。他表示：

“现在老年人使用的基本都是智能手机，
他们对网络上的信息没有鉴别能力，几
乎全盘接受，这也是很可怕的。而直播带
货准入门槛很低，夸大宣传甚至售卖假
冒伪劣产品的犯罪成本也比较低，这也
让部分直播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主播有
恃无恐。”

数据造假
寥寥数人，直播间瞬间“涨粉”十万

一些不规范的网络直播带货，不仅
对商品存在各种虚假宣传，对委托其带
货的商家也玩起了手脚。一些看似“火
爆”的直播间，可能都是假象。在“直播带
货”产业链中，有一些人专门通过数据造
假提供虚假的涨粉、点赞、互动等一条龙
服务。2020年 6月，浙江金华市场监管
部门的执法人员就破获了一起数据造假
的典型案例。执法人员调查发现，当地一
家网络科技公司制作了专用流量刷单软
件，为网络直播用户提供虚增围观人数、
评论数、点赞数等服务。网络直播用户在
下载软件客户端后，通过购买卡密的形
式以月卡、季卡的方式获取软件的使用
权限。通过软件的“加持”，一个实际观看

寥寥几人的直播间，可以瞬间变成10
万以上粉丝数的“火爆”直播间。

中消协梳理
直播带货七类侵权行为

随着网络直播带货业态的快速发
展，各种乱象层出不穷。中国消费者协
会此前曾对网络直播销售侵害消费者
权益的行为梳理出七大类型：虚假宣
传、退换货难、销售违禁产品、利用“专
拍链接”误导消费者、诱导场外交易、
滥用极限词、直播内容违法，严重侵犯
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湖北省消费者
委员会去年发布的直播带货消费服务
对比调查活动报告，则曝光了直播购
物中存在的四大问题：一是商品质量
参差不齐。少数商品没有任何产品说
明，也没有产地，生产合格证。二是虚
假宣传、虚标价格屡见不鲜。体验式调
查发现，一些商家、主播频繁使用“三
天见成效”等过分夸大商品功效话语。
价格监测发现，超过七成商品继续售
卖价格低于优惠价或保持一致。三是
主播素质良莠不齐。体验式调查发现，
一些主播对产品不熟悉盲目带货，态
度消极，服务“不耐烦”。四是售后服务
存在不足。部分直播间运营方通过设
立多个账号，混淆主体身份，逃避法律
责任和行政监管。

面对网络直播带货行业层出不穷
的乱象，相关部门也在不断加强监管和
治理。自2016年国家广电总局制定首
个网络直播监管政策以来，相关部门在
网络直播领域已出台十几个专项管理
文件，其中就包括2022年 6月 22日，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化和旅游部联合
发布的《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带货主
播”构成广告代言应依法规范言行要加
强监管，就要明确相关方的责任和义
务。在直播带货中提供商品推广营销服
务的“带货主播”，应该负有哪些责任和
义务？专家表示，提供商品推广营销服

务的“带货主播”应在法律框架内规范
自身言行，不得发布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信息，欺骗、误导消费者，不得实施虚
构或者篡改交易量、关注度、浏览量、点
赞量等数据流量造假的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石佳友
说：“主播在进行直播带货的过程中如
果使用了一些话术，比如说虚构了一些
事实，你比如说虚构了成交量，或者你
虚构了产品的市场价格，或者是你虚构
了这个产品的质量评价，这些都属于发
布了虚假信息，而且你有可能是在欺骗
或者误导网络用户，这种情况下你可能
就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今年5月1日
起实施的《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指出，
直播营销人员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
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构成广告代
言的，应当依法承担广告代言人的责任
和义务。

销售商对直播内容
负有审慎审查义务

除了提供商品推广营销服务的“带
货主播”，在直播带货中提供商品的销
售商家以及直播平台，又应该承担哪些
责任和义务？商家在邀请主播进行直播
带货的过程中，其实对于主播的口播内
容以及产品的介绍，是有一定的审核义
务的，也就是说它必须审核主播对于这
款产品的介绍，以及他在介绍这款产品
中他相应想要去表达或者说去向消费
者传达的一些信息。带货的企业如果明
知主播在散布虚假消息，然后不加以纠
正和阻止，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这种
情况下相当于说是共同在欺骗和误导
消费者。此外，法官表示，直播平台作为
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应加强网络直
播管理，严格进行入驻资质审查，落实
网络实名制信息备案要求，有效公示直
播间、销售者主体信息，完善直播行业
准入资质审查、直播间实时监控和纠纷
处理机制。

网购农资 区分真伪再下单
农资领域直播带货如何监管和维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