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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等新业态
监管更细致

“家人们，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

价格已经打到最低了!”

直播带货越来越火，有的带货主

播以所谓“远”低于商品原价的直播专

属价作为促销策略，标高原价、以虚假

低价套路消费者，并通过极力渲染、比

价刺激等手段，吸引了大批观众。

一些消费者称，在观看直播购物

时被主播的话语和气氛所带动，往往

快速下单，对商品质量、经营主体并

不了解，一旦遇到消费纠纷往往无法

追溯，维权困难。

条例明确，发生消费争议的，直

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当根据消费者

的要求提供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

人员相关信息以及相关经营活动记

录等必要信息。

“进一步细化了对网络直播营销

活动的监管。”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

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东说，条例

为解决新业态萌发的新问题提供了

明确的解决路径，营造更加安全、诚

信、公平的网络消费环境，进一步激

发消费潜力。

大数据“杀熟”等问题
治理更精准

有网友晒出假日酒店预订截图，

同一时间、同款房型，用会员和非会

员账号下单，显示不同价格，而会员

显示的价格更高。面对明显的价格差

异，不少网友吐槽平台标价“任性”，

区别对待消费者。

条例规定，经营者不得在消费者

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同一商品或者服

务在同等交易条件下设置不同的价

格或者收费标准。

“这精准地对大数据‘杀熟’做出

了规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

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说，条例针

对消费者知情权保障，从经营主体、商

品服务、用户评价、交易条件等方面构

建了有针对性的信息披露规则。

有的平台通过下单优惠的方式，

诱导消费者开通自动续费，但自动续

费往往只在续费成功后才通知消费

者。上海的消费者张先生常常碰到视

频平台、网盘、音乐软件等自动续费

情况，在会员服务到期前，平台从账

户中自动扣款，会员服务将续期，而

退订入口却非常难找。

条例对自动续费等收费方式细

化了规定，经营者应当在消费者接受

服务前和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

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

很多消费者在网购时会货比三

家，如查看商品销量、店铺的评级，以

及其他消费者的打分、评价、晒图等，

但这些“销量”“好评”往往真假难辨。

对此，条例明确，经营者应当采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真实、全面地向

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相关信息，

不得通过虚构经营者资质、资格或者

所获荣誉，虚构商品或者服务交易信

息、经营数据，篡改、编造、隐匿用户

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浙江大学经济法研究所所长张占

江表示，这有助于打破消费者与经营

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可操作性大大

提升，将消费者权益保护落到实处。

治理预付式消费跑路等顽疾
更有保障

近期，某瑜伽连锁机构因资金问

题闭馆停业，不少消费者想要退回卡

里的余额基本无望，只能自认倒霉。

北京的消费者王女士就是其中一员，

她之前也办过美容美发卡、游泳卡等

预付式消费卡，也遭遇过商家跑路。

近年来，健身房、美容院、理发店

失联跑路，卷走消费者大额预付费的

恶意违约事件时有发生，部分商家甚

至转移资金、临时更换法定代表人和

股东，消费者要回预付款的维权之路

艰难。这一顽疾如何彻底根除？

条例强化了预付式消费经营者

义务，明确规定了经营者按照约定退

回押金和预付款等条款，弥补了现阶

段下预付式消费的规则空白。

当前，在网游领域消费投诉中，

涉及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的退费投诉

激增。大部分家长的退费理由是孩子

在父母不知情的情况下大额消费，对

于未成年人消费的认定和权益保护

问题成为维权重点。

条例要求，经营者提供网络游戏服

务的，应当符合国家关于网络游戏服务

相关时段、时长、功能和内容等方面的

规定和标准，针对未成年人设置相应的

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

在注册、登录等环节严格进行用户核

验，依法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叶林表

示，条例积极回应消费维权长期存在

的难点、堵点，回应消费者对权益保护

的关切，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据新华社）

“身世悲惨”的女孩坚强生活，“动

人故事”的背后是早已设定好的剧本；

打着“助农”旗号售卖的“大凉山原生

态农产品”，实际是从批发市场低价采

购来的……近日，四川省凉山州昭觉

县人民法院对“凉山孟阳”“凉山阿泽”

案一审宣判，8人因虚假广告罪被判

处9个月至1年 2个月不等的有期徒

刑，并处2万元至10万元不等罚金。

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一

系列“网红”直播卖惨、虚假助农等违

法行为的背后，是一套完整的获利运

作模式。

“贫苦善良女孩”为摆拍
“原生态农产品”来自批发市场

一个名叫“凉山孟阳”的年轻彝

族女孩父母双亡，需要拉扯几个弟妹

长大 ；她穿着破旧的衣衫，身后的房

屋残破不堪……假装身世悲惨笑对

生活，很快积累了大量“粉丝”。

不久之后，女孩开始了直播带

货。在一场直播中，她一边剥开手中的

山核桃一边说：“不要给我刷礼物，你

们用给我刷礼物的钱买山核桃，相当

于支持了我们这边很多的叔叔阿姨。”

然而，很快就有网友质疑她售卖

的农产品质量。更有网友实地走访后

发现，她不仅父母健在，平时衣着也

干净讲究，还不时出入高档场所。

“摆拍！假的！”有网友在“凉山

孟阳”的直播间里留言并向平台举报。

面对质疑，主播却将网友踢出直播间，

又雇佣网络“水军”攻击举报人……

“相同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凉

山孟阳”的套路并不新鲜。早在 2016

年，凉山州警方就打击过一批到凉山

乡村进行摆拍、搞“假慈善”的主播。

“直播带货”则是近年来利用公众对

凉山的关注从中牟利的“升级版”。

2023 年 6 月，昭觉县公安局对

“凉山孟阳”立案侦查，一家MCN（多

频道网络）机构——成都澳维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浮出水面。

警方告诉记者，这家机构通过事

先设定好的剧本摆拍“吸粉”，在短视

频平台孵化出“凉山孟阳”和“凉山阿

泽”两个“网红”账号，随后开始利用

账号直播带货。

“他们带的货有山核桃、雪燕、红

花、贝母、羊肚菌等。”昭觉县公安局

民警王虎介绍，“凉山的确出产核桃

和少量天麻，但红花、雪燕根本不是

这里的特产。”

警方发现，所谓的“原生态农产

品”大多来自成都的批发市场。“以山

核桃为例，进价约每斤 5 元，卖给网

友的价格在 10 至 13 元不等。”王虎

说。其间，MCN 机构还雇佣网络“水

军”在直播间制造爆款、抢单假象，诱

导消费者购买。据警方侦查，该MCN

机构以此套路销售额超 3000 万元，

非法牟利超 1000 万元。

这样的手法与 2023 年 12 月被

判刑的“网红”主播“赵灵儿”“凉山曲

布”如出一辙——MCN 机构联系四

川、江苏、云南等地的供应链，低价购

入蜂蜜、核桃等农副产品，假冒“大凉

山特色农产品”商标，以次充好、以假

充真，将假冒产品销往全国 20 余个

省份，销售额超千万元。

“卖惨”带货背后有条产业链
前端打造“人设”、孵化“网红”，

中端剧本拍摄、电商运营，末端农产

品供应、流量变现……凉山州公安局

有关民警对记者表示，在侦办类似案

件过程中发现，虚假助农直播的背后

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运作模式。

首先，幕后团队物色有“网红”潜质

的年轻男女，为他们量身定制“人设”、

写好剧本。例如，“凉山曲布”是淳朴的

彝族青年，“赵灵儿”是“助力大凉山”的

善良女孩。最初，他们用偶遇、蹭饭、送

水等戏剧化的桥段吸引流量，拥有一定

粉丝量后，便开始拍摄在山里收核桃、

采蜂蜜的视频，为直播带货做铺垫。

其次，这些视频往往通过安排特

定元素，精准击中社会情绪：偏远闭

塞的山区环境，女主角身上破烂的衣

服和灿烂的笑容，破烂不堪的房屋，淳

朴天真的孩子……加之戏剧化的剧

本和纪录片的拍摄手法，以及大量“水

军”刷好评，一系列套路下，很多人深

受感动，赶紧掏腰包积极“助农”。

据了解，“凉山孟阳”真名叫阿西

某某，其家庭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多

年前已经脱贫；她视频中拍摄的破旧

房屋是村中早已废弃的一栋农舍。

卖惨直播刺痛了凉山广大干部群

众的心。“脱贫攻坚以来，凉山的变化

日新月异。MCN机构利用外界对凉

山贫穷闭塞的刻板印象打造‘人设’，

欺骗了广大消费者，也伤害了当地干

部群众。”昭觉县一名基层干部表示。

加强MCN机构监管
规范助农直播

昭觉县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认定，

MCN 公司低价购入非凉山农副产

品，通过阿西某某（“凉山孟阳”）、阿

地某某（“凉山阿泽”）在抖音平台以

直播带货的方式，对商品进行虚假宣

传并大批量销售，其行为构成刑法第

二百二十二条规定的虚假广告罪。

据了解，2023 年以来，凉山州网

信部门联合公安、市场监管、农业农

村、商务等部门，深入开展“清朗·从

严整治‘自媒体’乱象”专项行动，严

厉打击摆拍卖惨、虚假助农、伪慈善

等违法违规行为。

专家指出，当前助农直播带货在

乡村振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正规

的助农直播带货要加大支持力度；

同时，不能让虚假助农、卖惨直播这

颗“老鼠屎”坏了助农带货这锅“汤”。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王炎龙表示，为牟取暴利，一些MCN

机构奉行“唯流量论”，以摆拍、造谣、

编造剧本等欺骗网友，挑战公序良俗

甚至法律底线。“监管部门要加大对

MCN 机构管理力度，建立有效的行

业规范，对违法违规的机构果断采取

处罚措施。互联网平台守土有责，对

内容要全面履行审核义务，抵制无下

限、无底线博流量的行为。”

办案民警王虎说：“‘网红’一定

要诚信从业，不要试探法律的底线。

也希望广大消费者提高警惕，提高甄

别能力，不要盲目相信‘网红’主播。”

（据新华社）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7 月施行

聚焦哪些群众关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实施条例》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条例

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做了进一步细

化，对消费者反映强烈的如完善直播带货

等新业态监管、治理大数据“杀熟”、加强

预付式消费保障等问题进行了有针对

性的规范。面对新业态下的新问题和新

挑战，条例聚焦了哪些群众关切？又

将带来哪些影响？

“贫苦善良女孩”？
——揭秘直播卖惨背后黑色链条

 卖“原生态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