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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一：主播带货还得带上法律责任

一、热点概述

近年来，主播带货、网红带货可谓成了热门，在一些网红的直播促销下，很多商品销量大增，很短

时间内成交量即可达到几十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给商家带来了可观收益，也让粉丝们感受到了网红的热

度。主播带货通常是指主播在平台直播推荐产品，并给出购买链接，推荐观看者购买的行为。一般来说，

主播可能是明星，还有可能是网红，很多网红直播所销售的商品价格均很低。然而，看似对消费者利好

的主播带货，却暗含很多隐患。如一些消费者通过这种方式所购买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而此前一位当

红主播在带货不粘锅时，突然粘了锅，引来争议一片。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这些主播显然不能只是带货而已，而应对自己所推荐的商品质量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虽然网红直播与传统的明星代言有所区别，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在推销商品过程中的地位和应承担

的法律责任。网红或明星直播带货的行为完全符合替商家宣传商品并因此获利等要件，依然属于代言人

或推荐人。

二、专业点评

1.法制日报：

广告法明确规定，广告代言人是指在广告中以自己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人。

广告代言人在广告中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应当依据事实，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并不得为

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荐、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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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代言人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其他领域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害的，

广告代言人明知或应知广告虚假仍代言的，应当与广告主承担连带责任。

2.光明网：

于情于法而言，主播带货都不能随意切换到“法外模式”。一方面，代言人也好、合伙人也罢，言

论有自由的权益，亦有守法的边界，卖东西不是“一卖了之”，需要对产品的质量承担起起码的责任。

另一方面，平台方无法摊手耸肩，在暴利背后默默坐享分成。2016 年国家工商总局出台的《互联网广告

暂行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若微商通过平台销售商品，平台通过系统可以获悉其点击量较大，即是“明

知或应知”其销售行为，那么平台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同样，直播平台对于主播带货行为，也负有

不可推卸的责任，不能放任主播销售野蛮生长。

3.光明日报：

带货主播虽然是一种跨界而生的“新事物”，但完全可以放置在法律框架中把法律责任厘定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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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些地方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厘清法律责任，才能督促主播在带货过程中更谨言慎行，而不是信口

胡吹，哪怕“翻车”了也只是道歉了事。另外也更有利于消费者维权，现在不少看直播购物的消费者遇

到问题往往放弃维权，有些是因为觉得钱不多就算了，有些是因为担心流程烦琐太费时间。

三、出题方向

（一）综合分析

1.近日，某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声称的“不粘锅”却出现了“粘锅”的现象，网络主播带货兴起的同

时，货品真伪难辨、消费者权益受到侵犯等事件也频频发生，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综合分析社会现象（负面）——答题结构【点题/危害-分析原因-提出对策-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危害：

方法 1（阐述背景式入题）

互联网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巨大便利。近年来，“直播＋销售”俨然成为一种新型商品销售模式，

商家可以利用直播宣传自己的商品，让人们在观看直播的同时了解商品，以期更好地销售；受众则可以

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商品。低成本、高转化率让越来越多的商家加入直播行列。

方法 2（名言警句式入题）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互联网让世界变成了鸡犬之声相闻的地球村。”近年来，主播带货、网

红带货可谓成了热门，在一些网红的直播促销下，很多商品销量大增，很短时间内成交量即可达到几十

万元乃至上百万元，给商家带来了可观收益，也让粉丝们感受到了网红的热度。但应认识到，主播带货

不应仅仅是带货那么简单，其理当对消费者权益负责。

方法 3（数据入题）

直播电商购物这一新业态从萌芽起步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些新的消费维权问题。一些市场

号召力强的主播，影响力堪比“头部明星”，一举一动都能成为网络头条。可是到底怎么界定他们的身

份，其实很多消费者心里都没谱。有调查报告也显示，38.5%的消费者认为主播就是经营者，30.8%的消

费者认为不是，还有 30.7%的表示不清楚。这也就意味着，尽管很多消费者是看到主播推荐才购物，但

一旦买到不满意甚至劣质的产品，却不知道主播要不要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步——分析原因：

主体分析法

1.主播自身；主播在带货过程中未能首先甄别货品质量及真伪，只为赚流量、吸引粉丝；部分不良

主播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甚至知假售假；

2.消费者群体；部分消费者对主播有盲从的信任、追捧态度，忽视了对产品质量本身的要求，也有

消费者在购买产品后不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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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商平台：平台规范不清，在平台看来自身责任仅仅是提供直播，只对直播内容负责，但并不对

消费行为和产品质量等负责；平台对商品销售者的资质资格未尽到审核义务，或者对消费者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

4.政府监管及法律：虽然电商网购已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但是主播带货究竟属于商业行为还是个人

行为却并无明确定性，买卖双方并不存在买卖合同或书面性合约，导致责任难以追究定性。

第三步——提出对策：

1.主播应要为虚假宣传或缺陷产品承担完全的责任；主播除应遵守上述《电子商务法》、《广告法》

的规定外，还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约束，并接受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

2.消费者应当擦亮眼睛，理性消费；不能轻易迷信网红效应，应仔细弄清商品的来源、效能及宣传

等，并通过截屏、录屏等保存相关的证据；

3.虽然第三方平台并不是交易的直接相对方，但也有义务向消费者披露销售者名称、地址、联系方

式等真实情况，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

4.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于直播平台的监督，及时发现和取证虚假宣传行为，依法予以约谈、行政处罚。

同时，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带货直播身份的界定往往存在争议，直接影响责任认定。不妨抓住《互联网

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修订的契机，将直播电商列入法律规制范畴，进一步厘清带货主播应承担的法律责

任，从而更好地予以规范。

第四步——结尾：

方法 1（总结式结尾）

若主播带货继续“无法无天”，各种假冒伪劣或灰黑产品就将在其掩护下继续寻找变现的途径。从

当前现实来看，“主播经济”既然是一种合法范式，那么，权利义务的秩序规则就当早点确立起来。主

播带货只有早点切换到“法内模式”，电子商务才不至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无序发展下去。

（二）计划组织

1.你单位打算进高校开展一次“预防网购诈骗”的主题宣传活动，交由你来策划，你打算如何开展？

◎审题判断——计划组织题——答题结构【点题-前期准备-具体过程-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

意义法点题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网络购物越来越方便人们的生活。青年人作为消费的主力军，大部分的

购物行为都在网上进行。不少大学生受网红主播影响，热衷于购买网络主播推荐的产品。然而在网购过

程中难免出现商品质量存在问题，无售后渠道可申诉等等影响自身权益的问题，那么作为法务工作人员，

我们有必要举办相关宣传活动，帮助大家擦亮眼睛，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对此我打算这样策划：

第二步——前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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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同事成立推广小组，制定详细的宣传方案，交领导审批；

2.确定对接高校，划分区块，确定不同高校的宣传时间；

3.确定地面宣传方式，准备传单、横幅、展板等物资；准备相关视频及法律常识小册子。

第三步——具体过程

1.在高校礼堂开展讲座，通过 PPT 演讲和视频播放的形式，向学生宣传网购过程中的消费者权益以

及遇到问题从哪些渠道可以申诉等；安排问答环节；

2.组织志愿者在校园食堂门口、教学楼入口发放法律小册子；

3.撰写相关文章，发布在校园网和微信公众号上；

4.开通热线和线上沟通平台，使大家在遇到问题时能及时寻求帮助；

第四步——结尾

1.做好后续调查回访，了解宣传效果；

2.总结宣传活动过程中的经验问题，在后续活动中预防发生；

2.形成常态化，将宣传范围扩大，使更多消费者能保护好自身权益。


	热点事件一：主播带货还得带上法律责任
	一、热点概述
	二、专业点评
	1.法制日报：
	2.光明网：
	3.光明日报：

	三、出题方向
	（一）综合分析
	第一步——点题/危害：
	第二步——分析原因：
	第三步——提出对策：
	第四步——结尾：

	（二）计划组织
	第一步——点题
	第二步——前期准备
	第三步——具体过程
	第四步——结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