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经济数字经济 1717
2025年6月23日星期一
编辑：叶伟 组版：王新明
邮箱：yew@stdaily.com

直播电商行业将迈入直播电商行业将迈入““强监管强监管””
▶ 本报记者 孙立彬

《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的出

台，并非加重平台企业负担，而是

通过完善制度设计，为直播电商提

供更加规范、有序、健康、可持续的

发展环境，以促进其高质量发展。

首先，它明确了法律责任边

界，消除了行业治理碎片化问题。

直播电商发展早期缺乏统一规范，

多头监管、标准不一、责任模糊等

问题突出。《办法》在制度层面统一

了治理标准，系统明确了各类主体

在经营过程中的法律义务与责任

边界，涵盖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

直播间运营者等多个主体，覆盖产

业链、供应链上下游，构建了全链

条管理框架。这一举措提升了制

度的清晰性、可预期性与可操作

性，为经营主体提供了明确的行为

遵循，切实降低了合规成本。

其次，《办法》强化了平台治理

主体责任，提升了行业自我调节与

风险防控能力。直播电商平台作

为连接主播、商家与消费者的核心

枢纽，在交易撮合等方面具有关键

影响力。《办法》突出强调直播电商

平台经营者在内容审核、商品审核

等方面的主体责任，要求其建立完

善管理制度与风险防控机制。推

动平台强化“第一道防线”功能，有

利于及时化解小微问题，防止行业

系统性风险积累，在保障创新活力

的同时筑牢风险底线。

再者，《办法》规范了主播经营

行为，推动了直播职业化、专业化、

规范化发展。主播既是商业促

销的重要载体，也是公众意见影

响的重要源头。《办法》将直播营

销人员纳入规范重点对象，明确

要求实名登记、真实身份披露

等。这有助于倒逼主播强化法

律意识、契约精神与职业道德，

引导直播从流量导向逐步向专业

导向转变，推动行业向内容质量提

升、诚信体系完善方向迈进，形成

更加健康稳定的主播生态。

此外，《办法》健全了消费者权

益保护与数据安全制度安排，增强

了消费信心与市场活力。消费者

是直播电商生态的最终受益者与

最广泛参与者。《办法》针对虚假宣

传、退换货纠纷等重点领域作出细

化规定，强化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全流程保护。同时，个人信息保

护、网络和数据安全管理等新型问

题同步纳入监管视野，《办法》兼顾

发展便利性与安全性，维护了数字

经济下消费者的获得感、信任感与

安全感，进一步巩固直播电商的长

远发展根基。

以小见大，《办法》第二章关于

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相关规定，对

直播平台经营者责任作了系统性

规范，要求平台建立一整套合规体

系，这是直播电商治理的“制度性

压舱石”，特别是身份审核、商品信

息真实性审查，直接回应了此前市

场中普遍存在的“灰色空间”问题，

平台需要切实承担起“看门人”职

责，形成风险防控闭环。

第十四条规定的“直播电商平

台经营者建立黑名单制度”尤其值

得称赞。黑名单制度实质上要求

平台实现“穿透识别”，过去平台企

业合规管理往往停留在表面审核，

而黑名单制度强调动态持续识别

商户和主播的实际行为、历史信用

与潜在风险，要求平台打通数据

流、行为流与信用记录，实现对直

播主体的全方位识别。穿透式监

管倒逼平台夯实主动合规义务，把

部分监管责任前置到平台自身，要

求其主动识别和筛查高风险主体，

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推动平

台合规能力从“形式性合规”转向

“实质性合规”。

（作者系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教授，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特约专家）

近日，为加强直播电商监督

管理，维护广大消费者和经营者

合法权益，促进直播电商健康发

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国家

网信办研究起草了《直播电商监

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

下简称《办法》），正式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直击行业痼疾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近年来，直

播电商行业发展迅速，在促进消

费、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着积极

作用。然而，直播电商行业在快

速发展的同时，行业的虚假营

销、假冒伪劣等乱象逐渐显现，

主要表现在直播电商行业相关

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一些平台

对直播带货商家资质和商品质

量审核不严，一些商家和主播及

相关机构质量意识淡薄，重营

销、轻质量，重成交、轻售后，追

逐短期利益，损害了广大消费者

合法权益，影响了直播电商行业

规范健康发展。

网经社近日发布的《2024年

中国直播电商市场数据报告》显

示，2024年直播电商交易规模超

5.32万亿元，同比增长 8.31%；直

播电商行业企业规模同比增长

216.66%，达 7.6 万家。与此同

时，国家市场监管总局2024年发

布的数据显示，该行业投诉举报

量增幅也高达47.1倍。知名MCN
机构及主播均陷入虚假宣传风波，

如辛选、罗永浩、疯狂小杨哥、东方

甄选、李佳琦、东北雨姐等。

此次，《办法》针对直播电商

暴露出的问题，制定了针对性极

强的相关措施，一是细化直播电

商平台经营者的责任和义务；二

是明确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

人员服务机构、直播营销人员的

责任和义务；三是强化监督管理

手段；四是强调不履行法定义务

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中国商业联合会直播电商

委副会长、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

中心主任曹磊说，直播电商行业

长期存在主体责任模糊、监管链条

断裂的问题。此次《办法》首次构

建了覆盖平台、直播间运营者、

MCN机构及主播的“全链条责任体

系”。这一制度设计不仅回应了消

费者对“货不对板”的强烈诉求，更

通过明确“平台—商家—主播”

的责任边界，将推动行业从“流

量驱动”转向“质量驱动”。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晓曦表示，《办法》明晰了各主

体权利和责任。直播电商平台

经营者作为关键枢纽，需健全账

号、交易、商品质量、消费者权益

等多维度保护机制，筑牢直播电

商运营基础；直播间运营者、直播

营销人员等也被纳入精细化监管

范畴，合规边界得以精准勾勒。

李晓曦说，信用监管手段的

引入极具威慑力。违法违规主

体一旦被列入失信名单，将遭遇

跨部门联合惩戒，生存空间被大

幅挤压，倒逼从业者自律。在法

律责任设定上，征求意见稿依据

不同违法情形，精准对接现行法

律法规，明确处罚标准，为监管

执法提供有力武器。

行业告别野蛮生长

《办法》正式施行将给整个

行业带来哪些变化？

曹磊表示，短期看，合规成

本上升将加速行业洗牌。随着

《办法》的正式出台，中小商家若

无法满足资质审核、数据留存等

要求，可能被迫退出市场；头部

企业通过提升选品标准、完善售

后体系可重塑品牌信任。随着

《办法》的正式实施，行业将逐步

告别野蛮生长的“草莽时代”，在

“合规红线”与“创新蓝海”之间

找到平衡点。

李晓曦认为，总体而言，《办

法》构建了全方位监管体系。若

正式施行，有望重塑行业生态，

保障消费者权益，护航直播电商

迈向规范、良性发展新征程。

值得注意的是，《办法》还对

直播电商行业出现的新趋势进

行了有针对性的关注。

“数字人”也被纳入监管，

《办法》中多次提到“人工智能”

规范，并明确，在直播电商活动

中使用人工智能等技术生成的

人物图像、视频，出现违反法律、

法规、规章行为的，由管理或者

使用该人物图像、视频的直播间

运营者承担责任。

李晓曦表示，《办法》对人工

智能新技术应用下的直播带货

规范运行进行了有效规制。利

用人工智能生成人物图像、视频

进行直播营销时，需显著标识并

全程提示，确保消费者知情权。

此举可防范虚假信息传播，规范

新技术应用模式。

曹磊也认为，《办法》要求使

用AI生成人物图像或视频的直

播间承担主体责任，并强制标注

“虚拟”标识，可以防止消费者误

认虚构形象为真人代言，将有效

打击“假专家”、“假人设”等虚假

营销行为。针对深度伪造、数字

人技术无序应用导致的侵权问

题，如擅自使用名人形象、声音

等，《办法》从源头降低了相关风

险，有效遏制了技术滥用。

以规范化监管促进直播经济健康发展以规范化监管促进直播经济健康发展
▶ 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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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海安市白甸镇春园家庭农场，青年志愿者在田间直播带货助农推销成熟的千禧小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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