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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间显示的猕猴桃
鲜嫩可口，汁水丰富，怎么
我收到货后就是一堆烂果，
猕猴桃也不像直播时那么
大？”

今年 7 月初，河北省廊
坊市的李东（化名）在某网
红直播间看到猕猴桃的推
荐，便花了49.9元购买了两
箱精美礼盒装猕猴桃。收
到货后才发现猕猴桃坏了
一堆，而且口感、味道与主
播宣传的相去甚远，最关键
的是该商品包装上没有任
何信息，属于“三无”产品。

李东只是众多被网红
带 货 坑 骗 过 的 消 费 者 之
一。近期，多位消费者向记
者反映：看到知名网红带货
才下单购买，下单界面显示

“当日已售999+”，到货后发
现商品质量奇差。再回过
头来查看商品界面发现，商
品真实销量只有几十件。

产生困惑的不只是消
费者。不少商家反映近段
时间发现一个怪现象：明明
花大价钱请了网红带货，直
播时订单非常多，第二天却
收到大量退订通知，实际成
交数惨不忍睹。

受访专家认为，网红达
人为了赚取更高的利益，一
边给商家的卖货数据“注
水”来赚取巨额坑位费，一
边用虚假宣传迷惑消费者
割“韭菜”，这种“两头坑”的
现象不仅违反了市场公平
竞争原则，也侵害了商家和
消 费 者 的 知 情 权 和 选 择
权。相关平台应明确严惩
措施，对数据注水的主播、
机构，该禁播的禁播、该封
号的封号，从而真正形成威
慑力。

数据注水骗坑位费
实际直播销量惨淡

近日，某网红被指割商家“韭菜”，一边疑似通过数据
注水制造虚假信息，骗取商家巨额“坑位费”；另一边利用

“夸张”话术宣传产品功效，误导消费者。
在相关视频中，商家称该网红给其的几次带货中尽

管销售额有上千万，但很大一部分都是刷单。据该商家
公布的记录显示，不少买家使用的是同一个ID，在每一
场直播中都会大量下单一件产品，购买后立即发起退款。

今年4月，一演员曾为某商家在直播间带货，厂家支
付了3万元“坑位费”，为这场直播备货60万元商品，最终
却以0销量惨淡收场，之后还遭遇了维权难的困境。

今年1月有品牌方爆料称，某明星到网红直播间带
货，某腊肉品牌的负责人为此准备了价值170万元的腊
肉产品，付了“坑位费”，结果只卖出去1单。本希望通过
网红助阵提升销量的商家，最终不赚反亏。

记者近日在调查中发现，一批以“对接推广”为名，实
则专为主播提供刷单服务的团队出现在网络平台，不少

人发布诸如“每天动动手指就能赚钱”“赚生活费了！当
天秒结账！”的帖子吸引一批想要赚外快的大学生、宝妈
等人群。

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直播间邀请网红带货时，
一般会规定销售额需要达到的具体数额。为替主播完成
销售额，一些网红团队会寻找刷单人员。“一般协议中都
会出现‘禁止刷单’条款，但实际操作中不少网红背后的
团队私下都会找人刷单。”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
示，合同结算形式有很多种，其中最重要的是“GMV”（即
商品交易总额）。该成交量既包括真实成交量，还包括

“拍下未付款”的部分。商品交易总额多，真实成交量低，
就是因为主播利用不正当手段进行刷单。只要利用水军
刷单冲销量提高GMV，达到所需销售额，再发起退款申
请或者退货，网红团队和水军就稳赚不赔。而商家不但
要支付网红“坑位费”，还要承担退货带来的损失。

收费发帖直播刷屏
虚假宣传诱导消费

“前段时间，正打算入手一款面膜。每次购物前我都
喜欢先看下想要购买的商品的直播，觉得在直播间能够
看到商品使用后的真实效果。”在北京读研的小刘告诉记
者，她在某社交平台看到该款面膜的分享后，又到售卖面
膜的网红直播间，看到主播的试用效果立竿见影，便毫不
犹豫地下单购买。小刘使用后发现，面膜效果并不好，自
己还出现了皮肤泛红、刺痛的情况，在网上一查才知道，
对于该主播刷单的讨论和实锤很多。“很多人说这个品牌
一直在找人做推广，实际根本没这么多人购买、使用，一
直欺骗我们这些真实购买的消费者。”小刘气愤地说。

“买一件到手十二件，这个牌子的东西我一直回
购……”这样的话术在直播间并不鲜见。仅上线十几秒
的商品瞬间成为销售“爆款”，满屏的点赞、好评。

直播时刷屏的“好物”，买回来后却质量极差。好评
从何而来？成千上万的高额成交量背后又藏着什么猫
腻？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的王女士收到一则邮件，对方自
称是“××传媒公司”的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她和商家对
接，替商家带货。在该传媒公司的撮合下，没过几日就有

一款“大牌”面膜公司联系到王女士，称只要发帖宣传面
膜就能拿到酬劳。“因为第一次合作没什么经验，商家发
来商品的评价内容，自己也没有亲身试用商品，就发了
帖。”王女士说。

发完帖后，王女士被拉进了一个群聊，群主每日都会
发布一些“小众”商品，由群里的“博主”自行认领，发布内
容可得10元至20元的报酬。还有一项任务则是在指定
直播间进行刷屏或带货视频的点赞、评论，直播中途不能
退出直播间，佣金为15元一小时，一场直播下来能赚五
六十元。

朱巍说，《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电子商务法中都
有明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
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
导消费者。因此，主播在电商平台评论区中操纵评价、滥
用评论或利用虚假评论误导消费者等行为，都是被禁止
的，并且可能构成违法行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栾燕说，网红主播雇佣水军刷单、刷虚假好评的
行为或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虚假宣传情形，对消费
者存在误导，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健全网络监管机制
实时监测智能分析

近些年，类似的网红“变现”套路并不鲜见，这种行为
的本质，就是在挥霍商家和消费者的信任，这种“两头坑”
的乱象在破坏正常直播带货行业秩序的同时，也破坏了
正常的营商环境。

对主播雇佣“水军”虚假刷单坑害商家、误导消费者
的行为，该如何进行整治？

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出台规定，严厉打击“刷单
炒信”、虚构交易等虚假宣传违法行为。今年4月，中央
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清朗·整治‘自媒体’无底线
博流量”专项行动中，重点整治通过摆拍场景等内容博眼
球，在直播带货中进行虚假宣传等行为。近日，中央网信
办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清朗·网络直播
领域虚假和低俗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编造虚
假场景人设，无底线带货营销”“欺骗消费者，销售假冒伪
劣商品”等问题。

“电商平台应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
网络交易行为进行实时监测和智能分析，及时发现和查
处虚假销量、虚假好评等违法行为。相关部门应加强对
电商平台、销售商、带货端的监管，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
涉嫌刷单、刷好评等行为的商家进行调查并依法查处，从
罚款、暂停营业等角度加大对该类行为的处罚力度。还
应完善商家信用体系，对商家的违法违规行为记入档案
并公示。”栾燕说。

朱巍提议，商家务必在与主播签订带货合同中清晰
约定好推广项目内容、销售额业绩、提成方式、违约责任
等内容，保障各方合法权益，避免出现纠纷难以解决。同
时，还应强化监管，建立健全网络监管机制，对在直播间

“冲销量”的活动进行实时监控和管理。只有在用户举
报、平台约束、违法处罚等一系列制度扎实落实的情况
下，网红带货才不敢信口开河“两头坑”。 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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