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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发展探析

( 嘉兴南湖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 摘    要 ] 随着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崛起，微商电商、网络直播等新业态新模式在实践中不断涌现出来。网络直播

带货这一新模式由于兴起时间不长，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监管部门、平台、商家和主播等各方应依法依规履

行职责，促进直播带货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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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与数字经济的崛起，微商电商、网络直

播等新业态新模式从实践中不断涌现出来，直播带货也

在此时异军突起。2020 年的疫情爆发更是催生了全民

直播带货的时代，直播带货也成为 2020 年最受关注的

热词。

一、直播带货发展状况

（一）参与主体多元，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2016 年 4 月，定位于消费类直播的淘宝直播由阿

里巴巴正式推出。淘宝作为直播根据地，也是直播带货

中率先火起来的平台。2019 年，淘宝直播的独立客户端

正式上线。 随着京东、快手、抖音、小红书等各种新形

式的直播带货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直播电商平台数

量、用户规模以及市场规模均不断增长。

据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2 月，我国电商直播

用户规模为 3.88 亿，较 2020 年 3 月增长 1.23 亿；国内

直播电商市场规模由 2019 年的 4338 亿元上升到 2020

年的 9610 亿元，同比增长 121.5%；2020 年每天约有

3 万家新的直播商家入驻，直播带货的订单总量以每周

20% 的速度增长。

与此同时，参与直播带货的人员也在增长。除了李

佳琦、薇娅这样的直播带货大咖外，不少明星和公众人

物都纷纷加入到了直播带货的行列当中，除了央媒入局

直播带货外，地方媒体也纷纷参与直播带货。直播带货

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弥补线下消费的

不足，促进了消费的增长。

（二）规范标准出台，行业发展规范引领

2020 年 7 月 1 日，由中国广告协会发布的《网络

直播营销行为规范》正式实施，该规范为从事网络直播

营销活动的各类主体提供了行为指南，对直播带货起到

规范引领作用。2020 年 9 月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布了首

部全国性的直播电商标准——《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

本规范》，从直播购物经营的总体要求、商品质量、从

业人员、运营管理、服务、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2021 年 3 月 15 日，市场监管总局制定出台了《网络交

易监督管理办法》，并于 2021 年 5 月 1 日正式实施。

该办法制定了一系列规范交易行为、压实平台主体责任、

保障消费者权益的具体制度规定，这有利于直播带货等

新业态的规范化发展。

（三）5G技术应用，购物体验更加舒适

随着 5G 商用时代的来临，电商直播的传播速度更

快，直播会有更多创新，用户体验会更加舒适。对商家

来说，通过互联网直播平台将商品展示在客户的面前，

通过主播的体验讲解和分享引导潜在客户为其买单。对

于消费者来说，通过互联网直播平台真真实实看到产品

的使用方法，带来一目了然的体验感，达到了与线下实

体店相似的直观感和体验感。

二、直播带货存在的问题

直播带货已成为当下营销新模式，但这一新模式

由于兴起时间不长，成熟度不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一）产品质量缺乏保障

直播带货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带动商品销售，但这

些商品的质量如何，却难以得到切实的保证。一些经营

者为了自身利益，会生产和销售一些价格低廉但质量堪

忧的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据中消协发布的《直播电

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的相关数据显示，

“假货太多”“鱼龙混杂”“货不对版”是消费者对商

品质量方面的集中反馈。此外，在农产品直播中，部分

农产品没有经过相关检验检疫直接进入市场，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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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会存在较大的食品安全隐患。

（二）售后服务难以保证

直播带货参与销售的主体多元，对于消费者来说，

很难分清背后的主体责任，导致消费者维权时不知该找

谁。相比于传统电商，直播电商的售后处理相对比较复

杂，一些直播平台的售后服务系统还不太完善，以至于

消费者在直播平台买到假冒伪劣产品时无法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导致自身利益严重受损 [1]。据中消协发布的

《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的相关数

据显示，“担心商品质量没有保障”和“担心售后问题”

是消费者的两大主要顾虑，而 37.3% 的受访者在直播

购物中遇到过消费问题。

（三）从业人员良莠不齐

直播行业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一部手机和一个

账号就能开始一场直播，于是就有各式各样的人进入直

播间带货，整个直播带货行业从业人员良莠不齐，存在

着部分素养较低的甚至利欲熏心的带货主播，他们会为

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一些主播为了自己

的利益，扩大宣传、诱导消费者购买，甚至向消费者推

荐一些质量不合格产品。还有一些主播在直播间靠哗众

取宠来吸引“粉丝”，营造不良的氛围，不利于网络空

间的净化，也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 [2]。

三、直播带货发展对策建议

在直播带货未来的发展中，监管部门、平台、商家、

主播等各方应依法依规，各负其责，形成合力，促进行

业健康有序发展。

（一）有关部门加强监督管理

首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加大对网络交易活动

的监督管理，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给予相应处罚。

为了规范网络交易活动，维护网络交易秩序，保障网络

交易各方主体合法权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引导各方

共同参与网络交易市场治理，推动完善多元参与、有效

协同、规范有序的网络交易市场治理体系。

其次，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日常

管理和执法活动中加强协同配合。直播带货模式新、参

与主体多、关系较复杂，而且涉及跨地域和多个监管部

门等问题。因此，各部门之间要建立多方协同合作机制，

明确各自监管职能，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切实履行监

管职责。

再次，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应当定

期或者不定期对经营者提供的商品进行抽查检验，并及

时向社会公布抽查检验结果。

（二）相关经营者加强诚信自律

平台作为技术服务提供者应依法经营，要加强服

务规范，努力提高服务水平。（1）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的规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送有关信息，如平台内经

营者的身份信息等。（2）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身份核检，

检查监控商家发布的商品是否有许可证明和合格证明

等，明确商家的权利和义务。（3）规范主播准入和营销

行为，约束、划分主播在直播带货过程中的行为及责任，

加强对主播的教育培训及管理。（4）加强直播营销内

容生态审核和内容安全治理，严格查处各类造假行为以

及各类私下交易行为，并依法配合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5）完善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障机制。

商家作为商品的提供者应具有与所提供商品相应

的资质、许可，并亮证亮照经营。商家提供的商品应符

合国家产品质量、标准、计量等法律法规要求，要全面、

真实、准确地发布商品信息，以保障用户的知情权。商

家提供商品使用格式条款、通知、声明等的，应当以显

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

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

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

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不得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

依法维权、退换货等合理要求。商家应积极履行自身做

出的承诺，依法提供退换货保障等售后服务，保障消费

者合法权益。

主播作为商品推销者要树立法律意识，严格遵守

有关规定。主播在直播营销活动中，应坚持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遵守社会公德；应诚信宣传，不做虚假宣传、

误导性的宣传；做出的承诺应符合其与商家的约定，保

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此外，主播应加强对法律、法规、

规章和有关规定及标准规范等的学习，了解与网络直播

营销相关的基本知识，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

（三）消费者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首先，消费者在下单前要查看直播平台公示的商

家信息和产品信息，查看商家是否有营业执照，查看产

品是否有质量合格证明和产品使用说明书等，不能贪图

便宜。其次，要有风险意识，注重个人信息保护和账户

交易安全，要保留直播视频、聊天记录、支付凭证等相

关证据，以便遇到消费问题维权时有据可依。第三，要

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遇到消费问题及时联系商家、

主播和平台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了，可以向消协或有

关部门投诉。第四，不要轻信主播的产品功效宣传和超

低价承诺，不要冲动购物，要根据自己实际情况理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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