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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卖假货、编造虚假身世卖惨牟利，一些网红主播“跌落神坛”

网红经济下半场，如何跳出“翻车”怪圈
胡玲玲 济南报道

最近“塌房”的网红是拥有百
万粉丝的“小小努力生活”，在公
安部门10月25日的通报中，其因
涉嫌编造虚假身世、卖惨牟利，在
直播期间被民警当场抓获。在过
去不足30天时间里，不少于5位头
部主播“跌落神坛”。

网红“塌房”不分南北
“翻车”姿势有迹可循

有网友总结，2024年是网红
“塌房”元年。

此前，“猫一杯”自编自导“秦
朗丢作业本”，“狂飙兄弟”打假二
手车时“翻车”。而近一个月，更是
有多个博主的人设接连崩塌。

“东北雨姐”生活的农家院子
是租的，并非当地村民；“小杨哥”
卖着广东生产的香港月饼；发布
多条与股市相关、带有引导内容
的“大蓝”；以及强迫机场志愿者
摘口罩的航空测评博主“小虎
行”……

这些网红爆火的原因不同，
但“翻车”的姿势有迹可循：有些
网红在直播带货时，虚假宣传、以
次充好，颠覆以往精心设立的人
设；还有网红人前人后两副面孔，
最终遭到流量反噬；更有网红触
碰法律底线，挑战公序良俗。

多个头部主播倒在“双11”前
夕，这个被业内称为“至暗时刻”
的节点，或许也是行业整顿、黎明
即将到来的前奏。

几毛钱的剧本随便买
感动你的事竟是编的

写剧本、凹人设，早已不是头
部网红的专利，越来越多的短视
频创作者按照“爆款公式”表演故
事，紧接着在橱窗上架商品，开启

“直播带货”的生涯。
“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怀里

小孩脖子处插着管”“在外卖员集
中等单的地方，看见一位妈妈用
鼻饲管喂宝宝”……穿着制服的
外卖员眼眶泛红，带着患病的孩
子四处送餐，超时后一个劲儿地
道歉：“我给你转25块钱，能别给
我差评吗？”

刷到第一个视频，你可能会
与主人公一起沉浸在悲伤中，刷
到第二个视频，你可能会感叹，为
什么厄运总是专挑苦命人，当算
法再次推送类似的视频时，理智
会告诉你：这些极有可能都是摆
拍的。

美团官方账号发布声明称，
多条身着骑手服带患儿跑单的短
视频，均为虚假摆拍。

在购物软件上搜索“短视频
剧本”，价格从几毛钱到上百元不
等，百元以内多为固定模板，定制
剧本通常需要百元起步。

记者随机挑选了一家售卖固
定剧本的店铺，从短视频的选题、
文案、拍摄、剪辑、运营、投放等均
有相应教程。其中，“钩子”(用来
吸引用户兴趣和注意力的节点)
是频繁被提及的关键词。

“如果要便宜，还不如用AI，
其他店都是没毕业的学生在写剧
本。”某店铺客服向记者展示了短
视频原创脚本的报价，按照写手

级别不同，价格在150元到600元
之间不等。

剧本只是整个产业链的开
端，据业内人士向媒体透露，从素
人到腰部网红的孵化期在6到8个
月，人均投入50万元，回报期为8
到12个月。孵化网红的成活率很
低，逐利冲动下，很难对发布的内
容打磨把关，更多是“走量不重
质”。为此，MCN机构擅长通过糅
合组装各类话题元素来炒高热
度，形成了可复制衍生的虚假创
作模板。

“不同平台的算法规则与用
户特点各有侧重，因此MCN有单
人作战所不具备的优势，包括制
定针对性的运营策略，并能让机
构内部的创作者互推引流，抱团
发展。”有从业者用“流量操盘手”
来形容MCN，只不过，这些策略
的背后，还包括MCN、主播以及
平台的价值观。

“德不配位”成网红
“塌房”根本原因

有观点指出，主播们一再“翻
车”，似乎陷入一个“怪圈”：出事
了就是道歉、退网、赔偿，之后再
择机出现，或者期待“长江后浪推
前浪”，旧主播的过去，就是新主
播的现在和未来。

当一个个主播的滤镜被击碎，
更为严峻的事实随之浮现：无底线
的炒作能够快速击穿社会信任，裂
痕却难以在短时间内弥合。

“网红经济的本质是流量经
济，网红可以借助流量代言、带
货、打赏、直播变现，变现的根本
原因和持续推动力都是流量。”中
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
任朱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大多数网红不具备持续产出内容

的能力，有人只能依靠短暂的噱
头获取关注，不顾质量，不管内
容，不惜一切目的获取流量。流量
可以快速造“神”，但这样的“神”
经不起审视，“德不配位”成为网
红接连不断“塌房”的原因。

7月3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会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统计局正式增设网络主播为
国家新职业，网络主播的职业身份
在“国家确定职业分类”上首次得
以确认。

在朱巍看来，这也意味着网
红经济早已进入下半场。不少主
播看似遇到瓶颈，站在长远的角
度考虑，其实也是一件好事。主播
如果想在行业中扎下根来，就需
要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具备基
本的传播素养、道德素养、法律素
养，而非依靠团队打造捷径。未来
的竞争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的
时代，而不是依赖法律“一刀切”
的规定。

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
所执行所长崔丽丽也持有同样看
法，她认为，基于互联网衍生出来
的自由职业，如何纳入职业准入、
操守和评级等管理手段，还是一
门新兴课题。特别是内容借助互
联网产生巨大影响的网红行业，
更应重视构建健康生态，做到既
能发挥个体特色和能力强项，又
能够保证整体职业素养“在线”。

崔丽丽建议，内容生产者应
当组织同业工会或行业组织，在
粉丝数量达到一定级别时，参加相
应的合规培训，方能进入商业化运
作阶段。平台应当完善内容创作者
信用评级制度，对于展开商业合作
的内容生产者，平台可以对其账号
标注明显的标签，将合作信息登记
备案，以便于出现问题后的纠纷
解决和回溯。

近期，直播电商行业
某些头部主播的纷争一度
成为舆论热点。从“拉踩引
战”到直播卖惨，貌似流量
有了，但网友要看的真是
这样的流量吗？这样的商
业逻辑能代表直播电商行
业的发展模式吗？这些行
业乱象，引发了更多人对
直播电商的审视和反思。

近年来，直播电商行业
规模扩张的速度迅疾。中国
互联网信息中心今年3月发
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2023年中
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增长至
8 . 16亿人，同比上涨8 . 66%。
直播电商行业快速发展，对
于带动消费、促进创业就业、
推动产业转型发挥了积极作
用。

作为一个新兴的互联网
消费场景和业态，电商主播
和粉丝之间的连接、互动、信
任，比传统货架电商和消费
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得
多。电商主播想要维系粉丝
黏性、保持长尾流量、巩固市
场地位，比拼的应该是产品、
是服务。服务没有上限，在这
上面无论下多大功夫都不为

过。那种一味博出位、博流
量，靠拉低下限来进行恶性
竞争，只能留下一地鸡毛。

2024年7月，中央网信
办曾专门印发通知，在全国
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1个月
的“清朗·网络直播领域虚
假和低俗乱象整治”专项行
动，坚决制止“流量向恶”和

“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推
动网络直播行业健康有序
发展。

道德底线、法律红线不
容逾越。网络不是法外之
地，任何人在网上都不能违
背公序良俗，更不能践踏法
律底线。那些靠哗众取宠走
红一时的“网红”应该明白，
缺乏健康向上的内容，不管
你有多“红”，终将被时代所
抛弃。

直播电商从野蛮生长
走向规范发展，需要相关各
方共建清朗的行业环境，尤
其是头部主播，更应以弘扬
正能量为己任，引导“流量
向善”。回归商业本质，在货
品质量、服务上下功夫，才
能让“流量”变“留量”，做长
久的生意。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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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间主播介绍为
999足银，我购买完自费复
检，鉴定结果是铜镍合金”

“说是撤柜清仓，卖各种大
牌运动鞋，价格低至29 . 9
元，结果收到的货连吊牌都
没有”……在第三方投诉平
台，类似的投诉不胜枚举。

在北京德恒律师事务
所律师吴迪看来，直播售
假问题频繁发生，尤其是头
部主播带货屡屡“翻车”，根
本原因在于，现行法律对直
播带货这种新型商业模式
的规定不够明晰，主播身份
在广告代言人与销售者之
间模糊不清，导致责任划分
难；头部主播的巨大流量和
带货效应，让他们在商业中
占据重要位置，这种利益驱
动使他们不愿意承担更大
的法律责任；平台监管滞
后，大多是在问题曝光后才
进行处理，未能从根源上对
头部主播的行为进行有效
监督和约束。

道歉、赔偿乃至封禁
一段时间，之后再卷土重
来，有不少网友质疑：“网
红，尤其是一些头部主播，
犯错成本是不是太低了？”

“目前，平台对主播的
惩罚力度并不够。”吴迪认
为，直播带货平台应该建立更为
严格的内部处罚机制。一旦主播
带货的商品出现质量问题或虚
假宣传，平台应当采取措施，如
下架涉事商品视频、限制其带货
权限、减少流量支持，甚至暂停
其直播资格。这种惩罚不仅可以
减少违规行为的重复发生，还能
增强主播的责任感。

吴迪说，对那些有过“翻车”
历史的主播，平台可设立流量和
推广的限制，增加对其推广商品

的审核力度。同时，通过引
入第三方质量评估机构，
对头部主播带货的商品进
行事前筛查，避免和减少
问题商品进入市场。

为了剥离带货行为可
能涉及的法律责任，一些
直播间，特别是网红直播
间，玩起了“文字游戏”，在
商品页面标注了“非销售
者”“本商品销售者为购物
链接所属的店铺经营者，
而非本直播间”等字样。

对此，吴迪分析，这种
做法表明，主播试图将自
己定位为商品的广告代言
人，而非销售者，以规避带
货过程中的更广泛责任。
然而，即便如此，主播的责
任也并不止于广告层面。

头部主播不仅仅是商
品的广告代言人，很多时
候充当了实际的销售者或
营销者。在这种情况下，头
部主播需要建立完善的风
险管理机制，对所推广商品
的潜在问题进行评估和防
范。一旦商品“翻车”，主播
不能撇清与供货商的关系，
而应主动承担相应责任，并
与平台和商家共同解决问
题，减少消费者损失。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黄尹旭建议，有关部门应
加快制定和完善针对直播带货
行业的法律法规，明确主播、平
台、商家等各方的法律责任和义
务，为监管部门提供明确的执法
依据。同时，需要在全链条对带
货主播套牢法律责任的“金箍”，
加强对直播带货全过程的监管，
包括商品选品、直播内容、售后
服务等各个环节，从而有效遏制
网红带货“翻车”乱象。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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