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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间“全网最低价”，福利还是陷阱？
职业打假人王海解读网红带货幕后:带货发货分离，质量难保证

郭辰昊 路董萌
实习生 李苗 济南报道

近日，职业打假人王海因
连续发布打假网红“小杨哥”
等一众带货主播的视频而广
受关注。观众看到的网红主
播带货的产品，究竟如何把
关？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逻
辑？9月12日，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对话王海，揭秘网
红直播带货中，低价产品背后
的伎俩。

“既要便宜又要暴
利的逻辑是行不通的”

日前，职业打假人王海接
连发文，揭露拥有千万粉丝的
网红主播“小杨哥”直播间售
卖的所谓“原切牛肉卷”，实为
加水和试剂的拼接牛肉，某款
破壁机和绞肉机以次充好，童
鞋塑化剂超标以及某款婴幼
儿面霜存在虚假广告等问题，
引发网友广泛关注。

近日，“疯狂小杨哥”因售
卖的产品涉嫌假冒伪劣、虚假
宣传，相关厂商已被武汉市青
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杭州
当地监督管理局作出行政处
罚，并分别判处罚金。

王海称，他从2022年开
始陆续接到消费者举报，称
网红主播“疯狂小杨哥”售卖
的货品涉嫌假冒伪劣，而这
类事件在网红带货圈内并不
鲜见。

“现在部分网红带货的产
品，不少都质量堪忧。在直播
间卖货，一些网络主播不太可
能和一些大品牌有有效的合
作 ，除 非 大 品 牌 为 了 甩 库
存。”王海认为，除去日常在
商超或其他消费场合能见到
的产品，比如华为、小米等大
品牌手机等，其他一些所谓
的网红专供款或联名款，就
是电商专供或网红专供，基
本上都是暴利产品。因为网
红带货本身并不涉及创新，
所以真正给消费者带来实惠
的可能性并不大。

“消费者要识破这个套路

需要一个过程，希望通过我们
的努力来缩短这个过程。”王
海说，“网红带货时，既想帮粉
丝们把价格打下来，还想要
20%到80%不等的带货佣金。
像小杨哥要20%以上的带货
佣金，还同时索要坑位费；太
原 老 葛 卖 的 很 多 货 品 都 要
80%的佣金。”王海认为，这种
既要便宜又要暴利的逻辑是
行不通的。

“带货、发货分离，
商品质量无法保证”

王海表示，网红带货不能
为消费者带来实惠，最重要的
原因是“带发分离”，即带货和
发货是分离的，导致商品质量
并不在带货者的掌控范围。

“比如小杨哥卖的4斤装
牛肉切片88块9，正规的大牌
厂家不可能做到这个价钱既
要包发货、包退货，还要付给
网络主播高额佣金。”

“再比如，一些网红主播
卖的和田玉，在直播间里往往
给大家展示的是真和田玉，但
发给消费者的，就不能保证
质量了。因为‘带发分离’这
种形式，会导致带货人不知
道发给消费者的商品和直播
间展示的商品是否一致。”王
海告诉记者，一般来说，一些
正规大型商超有品控能力，
能选品，可以帮消费者把关。
但直播间因为“带发分离”，
从技术上无法做到品控，所
以带货者有时也不知道仓库
发的货是否正品。

“从技术上他们不知道真
假，但是从常识上，他们应该
是了解的，像和田玉，真的和
田玉可能得四五千块钱，但他
们只卖两三百块钱，这个价格
就非常让人怀疑。”王海说。

针对产品的质量问题，王
海列举了两个童鞋的例子，

“有两个牌子的童鞋，A品牌
卖了3 . 1万双，B品牌卖了18
万双。”王海说，在直播间里，
一双鞋卖五十块钱还包邮，我
们认为这个价格和质量是不
匹配的。而且据我们团队了

解，不少带货主播根本没有选
品，只是看检测报告，但是有
问题的项目，他们不检测，比
如A品牌的童鞋检测报告，只
检测了颜色、尺码这些物理指
标。“对于国家强制性标准必
须检测的项目，如塑化剂、松
化剂等，他们都不检测。”

“只要是直播间销售商
品，不管是带货还是广告，如
果卖假货，就得承担这个赔
偿责任。广告代言人就更不
用说了，肯定得承担连带责
任。”王海认为，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规定(一)》第十一条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
规定，不管是作为广告代言
人 还 是 作 为 直 播 间 的 经 营
者，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并且只要给予了相应
质量承诺，就应该具备法律
效力；若不兑现，消费者也可
以直接进行起诉。

“真正的网红带
货逻辑是以量换价”

王海告诉记者，他理解的
网红带货逻辑,应该是携量换
价、以量换价。

“比如一瓶矿泉水市场价
是一块五，我现在一次买10万
瓶，那你给我一块钱或五毛
钱的批发价。中间换来的价
差，我便宜点卖给粉丝，这样
是属于给消费者带来实惠。”
但真正做到以量换价的话，
对于某些“硬通货”或有一定
影响力的品牌是行不通的，
因为品牌方也需要全国各个
渠道维持价格的相对稳定，若
价格不一致、不稳定，渠道就
乱套了。

针对网红带货想真正实
现的“以量换价”问题，王海也
给出了两个出路：一个是纯粹
地做广告；另外一个就是自己
建厂生产产品。“但是一般网
红带货方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他擅长的是说个段子、演个小
品，所以我认为，一些‘货不对
板’的直播带货都不会长久。”

一掷千金的父亲

橙子怎么也不敢相信，
教育自己要勤俭节约的父亲
能做出来这种事。在网络直
播间，价值两千元的礼物伴
随着女主播“谢谢大哥”的话
语，被父亲“豪爽”送出。她有
些恍惚，这还是那个“吝啬”
到只给自己买几十块钱鞋
子、衣服的父亲吗？

今年7月份，检查出肝不
太好后，橙子准备辞掉在深
圳的工作，回湖南老家养病，
不想却发现了父亲深藏一年
的秘密……

刚提及要回家时，橙子
遭到父亲极力反对。“或许那
个时候他就担心被我发现刷
礼物。”橙子说。

最先发现父亲“神神秘
秘”的人是橙子的妹妹。“妹
妹和我说，我爸经常给一个
同城女主播打赏礼物。”橙子
说。

回家在县城安顿妥当
后，橙子关注了父亲的平台
账号。巧合的是，当她进入那
位同城女主播的直播间时，
刚好看到父亲“大气”地送出
一发火箭(平台礼物，价值100元人
民币)。第二天，妹妹又发来一段一
分钟的录屏视频，内容是父亲给那
位女主播刷了一艘游艇 (平台礼
物，价值1000元人民币)。

橙子非常生气，当时就在手机
里质问父亲为什么这样做。没想到
父亲抵死不承认，之后又解释账号
是他借的。橙子当即买了第二天回
家的票，想当面问清楚。

回忆起那晚看到的父亲手机上
的内容，橙子仍然无法置信。一条条
充值记录，击溃了她心中最后的幻
想。那个在小镇生活节俭、沉默寡言
又“吝啬”的父亲，从去年7月到今年8
月，陆续给女主播刷了13万元的礼
物，最高一个月刷了3万多元。

母亲与父亲大吵一架，但父亲
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并且对
她们说，“我的钱怎么用是我的事
情。”橙子和母亲找到律师咨询，但
对于成年人刷礼物的行为，律师解
释“追不回来了。”

直播间的套路

像橙子一样，深受其害的还有
阿黎。今年2月，春节休假在家的阿
黎发现父亲一直在看手机直播。想
到老年人就喜欢看别人唱歌，阿黎
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观察几天后，阿黎渐渐发现情
况有些严重。“他每天只看同一个
人的直播，有时到凌晨3点他也没
睡。”阿黎回忆说。

于是她用自己的账号进入了
直播间，看到在线观众中，父亲的
账号等级达到20多级，大概刷了八
千块钱。阿黎找到父亲，讲了许多
刷礼物导致被骗的案例，本以为父
亲听进去了，没想到这只是个开

端。
她眼睁睁看着父亲，

从2月的八千多元刷到4
月的四万多元，从开始送
礼物到每天固定刷1000
多块钱。“一开始我好声
好气劝他，后来他就说他
是自愿的，我问他‘刷那
么多钱，人家能给你养老
吗’，他让我不要多管闲
事。”阿黎很无奈，两个人
的关系也逐渐降至冰点。

感觉自己不能坐以
待毙的阿黎，3月份建了
小号进入了主播的直播
间和群，逐渐发现了一些
直播“套路”。

“他们的直播，每次
都是一个团队的三四个
人在那里PK，故意营造
一种很紧张的氛围，主播
会说自己还缺某个礼物，
鼓动粉丝去刷，另一方面
在粉丝群里，管理员会@
群成员，喊话粉丝回护主
播。”阿黎解释说，翻看父
亲手机后她发现，每次父
亲刷礼物，主播会私信回
复“感谢大哥的支持”，并
且时不时找父亲聊天，“维
护”感情。

让阿黎感到怀疑的是，那些在
粉丝群里等级较高的成员，IP全是
来自同一个地方。阿黎有时和父亲
吵得比较凶，父亲也会消停几天，
那些“粉丝”就会来问父亲这几天
干啥去了，怎么没见到他来看直播
等等。

能否设置“老年模式”

6月初，阿黎给那位主播发了
很长一段话，希望不要再找父亲聊
天了，没想到那位主播转手把私信
截图发给了阿黎父亲。“我爸认为
我是在骚扰别人，让主播把我拉黑
了。”阿黎苦笑说。

阿黎经常在群里和有类似经
历的人交流，她发现群里独生子女
占多数。“群里有个女生的父亲，为了
给主播刷礼物，卖了家里两套房，然
后和她妈妈离婚了，还有人的父亲
刷礼物把自己五六十万元的养老金
都刷没了，最高一天刷了十几万
元。”阿黎感觉直播圈像是一个旋
涡，吸走了许多人的时间、金钱，还
搅碎了一些家庭关系。

据QuestMobile数据，截止到
2023年9月，网上银发人群(50岁以
上)用户规模已达到3 . 25亿，同比增
长7 . 6%，全网占比已达到26 . 5%。

专家提出，在技术面前，老年人
只会比年轻人更加脆弱，当短视频
渐渐降低了老年人触网的门槛，他
们打开的除了新世界的大门，还有
这个乱象丛生的世界带来的冲击。
专家建议，可以效仿青少年保护模
式，设置老年模式，帮助老年人过滤
掉一些易受诱骗的内容，以及设置
观看时长，提醒老年人不要沉迷等。

(受访者均为化名)
据正观新闻

近年来，一些中年男性观众在直播间频繁刷礼物现象引发关注。
对于短视频上的网络骗局，年轻人或许还有些识别力，可中老年人却
会固执地“全情投入”，不少人因抵挡不住诱惑而深陷其中，最终人财
两空，家庭关系也因此遭受破坏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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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带货的产品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一面。(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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