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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8 日至 31 日，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杭州举行。其中，表决通过了新

修订的《浙江省广告管理条例》，该条例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修订的《浙江省广告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中，明确了“利用电视、互联网等媒介

以直播、短视频等形式推销商品或者服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得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

的商业宣传”。

而在7月29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

见（征求意见稿）》。

不难看出，随着“直播带货”新业态的异军突起，夸大宣传、数据注水、售后欠缺等暴露出来的问题，

也将逐步得到规范。

电商直播成为全民参与的线上狂欢

夸大宣传、数据注水、售后欠缺等问题开始显现

9月1日起
浙江“直播带货”
有法可依

本报讯 2019年，浙江吹响新一轮改革号角——建

设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以下简称“矛调中

心”），推进社会治理领域“最多跑一地”。

一年来，作为杭州“老底子”的中心城区，下城区着眼

城区治理实际，巩固发展“武林大妈”做法，持续打通基层

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探索形成了“中心+大妈”这一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模式，交出了中

心城区“最多跑一地”改革的“最优解”。

2016年，在“护航G20”的大背景下，一支叫“武林大

妈”的平安志愿者队伍声名鹊起。如今，“武林大妈”作为

下城区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在平安建设中发挥出不可

替代的作用。

“武林大妈”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头熟、地头熟，“她们

平日里就跟邻里打成一片，既了解大家的实际情况，又通

晓大家的真实想法，往往三言两语就能将纠纷化解于无

形，特别是在促进家庭和谐、邻里和睦方面‘很有一套’。”

下城区武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梅育生说。

2020 年初，武林街创新探索“大妈吹哨、队所报到”

工作机制，对一般性矛盾交由各网格“武林大妈”先发

现、先介入、先调解，调解不了的再提交给矛调中心，由

专业力量介入调解。以“武林大妈”为牵引，2020 年 4

月，潮鸣街道在东园社区试点推出“点单”制度，由社区

开出调解员“菜单”，居民可以指定自己信任的调解员

参与调解，此举大大提高了调解公信力和结案率。两

个月来，通过居民“点单”调解，东园社区成功化解纠纷

30 件。

眼下，下城区正在个别街道试点建立完善特邀调解

员名册和激励机制，尝试将退休教师、律师、心理咨询师

等具有专业特长的“武林大妈”纳入专职调解员队伍，实

现调解员队伍的优化组合、优势互补，推动更多矛盾纠纷

化解在网格，实现矛盾纠纷化解“一次不用跑”。

一年来，下城区矛调中心累计化解矛盾13864起，矛

盾化解率达 92%，群众满意率 93%，真正实现了“矛盾纠

纷收得上来、派得下去、解决得了”。“推动矛盾纠纷‘最多

跑一地’，不是把所有的矛盾纠纷都引向区矛调中心，而

是要强化内涵建设，推动建立区、街道、社区三级矛盾纠

纷调处化解的纵向机制，努力把 90%以上的矛盾纠纷化

解在街道和社区。”下城区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史梁表

示。 本报记者 杨茜

“中心+大妈”
答出“最优解”
杭州下城创建中心城区矛调新模式

本报记者 蓝震 见习记者 周琪 柳依然

从李佳琦、薇娅爆红到罗永浩转行

做直播，电商直播已经成为全民参与的

线上狂欢。智联招聘发布的《2020 年

春季直播产业人才报告》显示，直播行

业的招聘需求同比增长 132%；淘宝直

播人才的平均月薪达到了9845元。

电商直播的异军突起，吸引了越来

越多的明星、主持人出现在各大小网红

的直播间里，一派热闹景象。

但光鲜的狂欢背后，也有水浑鱼

杂。即便是李佳琦这样的带货界“顶

流”，也难逃翻车事故。不粘锅粘锅了，

大闸蟹变小了⋯⋯在黑猫投诉平台上，

与李佳琦有关的投诉多达271条。

由此可见，“货不对板”、虚假宣传

已成为直播购物的大坑，不管是在什么

平台、什么直播间，总能让你碰上两次。

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的吴燕律师

在接受钱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直播带货

引起的纠纷基本上都是“消费者买到了

与宣传不符的商品，而带货方常常会说

出一些夸张的宣传语”。

目前，正处于电商直播的红利期，

“五花八门的主播都在带货。”吴律师已

经接到过多次直播购物引起的纠纷，

“但这些人背后都会有公司或者运营团

队，很少有个体直播带货。”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自直播带货

中频频翻车后，带货网红们背后的公司

也变得警惕起来。

杭州一家国内比较大的网红造星

工厂，早早地成立了“产品评审会”。

一位公司内部员工向钱报记者透露，

“如果有人想来找公司打广告的话，要

先拿样品来评审，‘三无’产品会被直

接毙掉。像化妆品的测评会让不同肤

质的人试测，食品则会让评审员试吃，

看看是否会拉肚子。”

此外，评审会会对合格的样品进行

严格的分级，坚持“优先带货优质产

品”。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这么做的目

的，都是为了防止网红人设崩塌”。

直播带货的背后水浑鱼杂

随着直播带货的兴起，夸大宣传、

数据注水、售后欠缺等问题也开始显

现。如何加强行业监管，规范行业发

展，也成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就在刚

刚结束的浙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上，钱报记者注意到，会

上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浙江省广告管

理条例》。

在此前的小组讨论中，有浙江省人

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专家和一些地方，

针对“直播带货乱象”，提出有必要“予

以规范、加强监管”。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直播带货这一

新型交易模式对于扩大内需、刺激消

费、稳定市场、带动就业等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这一模式尚未完全定型，仍在

不断创新之中，应本着对新业态“包容

审慎”的监管理念，作出原则规范。

所以，在新修订的《浙江省广告管

理条例》第二十条中提到：利用电视、互

联网等媒介以直播、短视频等形式推销

商品或者服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不得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

差不多同一时间，7 月 29 日，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监管的指导意

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有关专家指出，《征求意见稿》对有关

主体法律责任、严格规范网络直播营销行

为、依法查处网络直播营销违法行为等都

做了详细说明。这意味着，直播带货即将

从野蛮生长期，迈入监管规范时代。

浙江立法规范“直播带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