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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卖惨

12月 9日凌晨 1点，在某
平台一名为“××山涧”的直播
间，两位老人依然在直播。

他们坐在帐篷里，身边摆
满了新鲜采摘的橙子。因为
气温较低，加上两位老人衣衫
单薄，冻得直搓手哈气。镜头
外，主播以旁白方式直播带
货，介绍这些橙子都是村里大
爷自己种的。“笑一下，和粉丝
们打声招呼”“向家人们说谢
谢”……主播指挥着镜头前的
两位老人。

主播声称，直播卖果子主
要是为做公益，收益绝大部分
将分给村里老人，“我们团队
只赚一点点钱”。而当网友们
打出“为什么这么晚了还要让
老人直播”“这么冷的天为什
么不多穿点”“让老人早点回
去休息吧”等留言时，主播的
回复明显有些不耐烦，“果子
卖不出去农民怎么赚钱生活”

“与其说那么多，不如买两箱
果子，卖完老人就可以回去休
息了”“家人们赶紧下单”。

据悉，该直播间每天都是
在晚上10点后开播，经常凌晨
一两点还在线，镜头中的老人
表现比较木讷、可怜。

有网友在该直播间下单
了橙子，结果到手后发现，和

主播声称现摘现发的果园地
并非同一省份。向直播间客
服反映后，没有任何回应。

深夜直播卖惨的现象并
不少见，直播间里，网友少则
几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打
赏下单的也不在少数。

12月8日凌晨12点半，某
平台一名为“××珠宝臻选”的
直播间里依然很“热闹”，主播
自称“儿子”，主打“孝顺”的人
设，目标群体为老年女性。“创
业太难了，家人不理解，被同
行恨……”主播哽咽道，“为了
给大家谋福利，我不知道受过
多少同行的白眼，记不清多少
人曾骂过我，但只要能给大家
带来真正好的翡翠，这些我都
不在乎。”

此时，悲伤的氛围在直播
间里不断烘托，评论区有人刷
屏“你卖这么低的价怎么赚钱
养家，怪不得媳妇要生你气”

“孙总，您不能再卖了，这块翡
翠原石可是您爷爷留给您的
最后一块了”“孩子，你有心
了，比我孩子对我都好”……
直播间一名不露脸的控场人
员附和：“孙总，您就算不在乎
外人，家里人您也应该照顾到
吧。为了给妈妈们福利，您的
家都要散了”……

紧接着，主播开始带货：
“为了直播间的妈妈们，我就

算最后一无所有又怎么样。
价值几百万元的原石，儿子把
它打造成翡翠手镯，孝敬给各
位妈妈们，299 元，上链接！”

“妈妈们，看我多疼爱您，这 3
年我花了好几亿元给你们盖
了一家养老院，等您老了，拿
着从我这买的翡翠，免费入
住，到时候我再好好孝敬您！”

从前一天晚上 11点到第
二天凌晨1点，仅“这是我爷爷
或者家里博物馆剩的最后一
块翡翠原石”这种话，主播就
说了至少 3次；还说要赶紧下
播陪儿子，可两小时过去了还
在不停上货。伴随着悲情的
音乐，主播直播期间数度哽
咽，不少网友被感动下单。

涉嫌欺诈

“卖惨式”直播并非新事
物。主播“偶遇”放牛回家的
少年，提出能否到他家吃顿
饭，视频中，少年家中家徒四
壁；老人带着孩子在路边推
销石榴，石榴却被车内人员
无情扔出；小女孩背着书包一
路捡瓶子回家，只为卖瓶子交
学费……为了流量及变现，卖
惨短视频及直播层出不穷。

今年9月20日，凉山州公
安局等部门公布了四川首例

“系列网红直播带货案”详情，
揭示了“凉山曲布”“赵灵儿”

“凉山孟阳”等有着百万粉丝的
网红，通过制造“视觉贫困”，
带货销售假冒农产品，最终谋
取高额利益的“吸粉—引流—
带货—变现”的利益链条。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安志军律师介绍说，“卖
惨式”直播带货，涉及的法律
问题可分为两个层面。“如果
主播的悲惨境遇是事实，卖惨
仅仅是为了增加销量改善生
活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产
品质量没有问题，那么这种卖

惨并不违法；如果卖惨是为了
掩盖商品、服务违法的真相，
使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进而
购买商品或服务，导致财产损
失的，卖惨者涉嫌欺诈，重者
可触犯刑律，应追究刑责。”安
志军说。

北京观韬中茂（青岛）律
师事务所主任李杰指出，“当
套路满满的卖惨主播翻车后，
根据消保法，被骗消费者可以
要求带货主播退款，并获得商
品三倍价款的赔偿。”

屡禁不绝背后

今年 3月，中央网信办印
发通知，开展为期两个月的

“清朗·从严整治‘自媒体’乱
象”专项行动，主要任务中就
提到将全面整治“自媒体”违
规营利行为，从严整治“自媒
体”利用弱势群体进行流量变
现，包括哄骗、利诱老年人摆
拍视频、开设直播，骗取网民
点赞、打赏、捐赠等；欺骗、引
诱残障人士，通过卖惨、恶搞、
虐待等违法失德方式博取流
量；罔顾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利用未成年人牟利。

虽然监管加码，但这些
“卖惨式”直播为何屡禁不绝、
仍有市场？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
院副院长任超认为，“卖惨
式”直播或短视频之所以屡
禁不止，说到底其实就是对
消费者同情弱者心态的一种
拿捏。“除此以外，老年主播
的身世大多是惨遭 子 女 抛
弃、老伴离世，独自抚养孙
儿长大，人们看到后都会产
生一种保护者心态。在流量

为 王的时代，能引发观看
者共鸣，让其产生同情心
理，从而主动付钱购买商
品，就能为机构带来巨额利
润。”在任超看来，“卖惨式”
直播中的老年人直播存在
套 路 化 趋 势 、自 媒 体 和
MCN 公司（Multi-Chan-
nel Network：帮助创作者
或内容提供者更好地管理
内容，并通过与广告商、品
牌和电商平台等合作，获得
更多的流量和收益）操控痕
迹明显、直播间爱心打赏以
及购物收入的利润分配方
式不公、深夜长时间直播损
害老年人健康等问题都值
得关注。

李杰说，这种行为可能
并不在平台的重点监管范
围内，平台对于欺诈行为一
般也只采取封号处理。主
播过几天再开个新账号继
续进行同样的直播即可继
续获利，违法成本较低。

安志军建议，直播平台
在主播入驻时，应在协议中
对卖惨等非正常销售方式
进行规则禁止，并制定针对
性责任，从根本上杜绝不正
常销售行为。另外要加强
平台监管。直播平台应建
立“信息技术+人工监控”
的综合监控体系，及时发
现并固定卖惨等非正常销
售的证据，及时切断直播
并封停。此外，还要加强
平台与监管、执法部门的
联动，针对专门营销“卖惨
式”的公司及个人进行严格
处罚。

张守坤

深夜直播间里的“悲惨世界”——

揭开揭开““卖惨带货卖惨带货””的的““猫腻猫腻””
“我身患绝症不知道还能挺多久，唯

一放不下的就是我那年幼的孩子……这
可能是我最后一场直播了，把福利都送给
家人们。”一位女主播在镜头前哭得声泪
俱下。

“村里大爷自己种的水果，品质好又
绿色环保，家人们快入手，好让大爷早点
回去休息。”不露脸的主播说。镜头前，两

位看着年近 70 岁的老人，衣衫单薄，冻得
瑟瑟发抖。

……
这是深夜网络直播间里的一幕幕直

播带货场景。夜色降临，指针划过 11 点，
一些直播间突然变成了“悲惨世界”，深夜
的哭声和眼泪似乎更能激发人们的善意
和同理心，成为这些主播的流量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