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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管理呼之欲出 网络直播谨慎生长
青少年巨额打赏主播、直播带货货不对板……“野蛮”生长的直播将迎来“紧箍咒”。8月4日，国家网信办等8部门通报网络

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工作进展，并表示将“研究制定主播账号分级分类管理规范，引导用户理性打赏，规范主播带货

行为”。而据北京商报记者调查了解，网络直播平台目前各有一套主播分级制度，并进行内容审核，对带货主播设置门槛，但现

存分级更多以直播时长、打赏收益为导向，没有统一规则，对违规操作也多是事后整改。

此分级非彼分级

制定主播账号分级分类管理规范旨在明

确直播行业打赏行为管理规则，将内容供给

导向、打赏金额标准、主播带货资格与直播账

号分级分类紧密关联，建构激励高质量信息

内容供给的直播账号信用评价体系。

“通过分级管理实质上是对主播账号

的信用体系等级评定的分类。”浙江晓德律

师事务所主任、律师陈文明向北京商报记

者指出。

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快手、映客、斗

鱼等直播平台未对主播账号分级分类制度进

行官方表态。但上述网络直播企业内部人士向

记者透露，“网信办还没有公布具体的分级分

类细则，目前还不清楚具体会怎么分，但与平

台对主播设置的既有等级不一样”。

北京商报记者登录多家直播平台发现，

主播都有相应的等级，等级越高即可解锁更

多的功能。以等级39的映客主播为例，享有等

级标识、直播助手特权。可以通过增加直播时间

和主播收益两个方式升级。

“现在网络直播平台的主播等级制度，是

鼓励主播提供更多的内容、开播更长的时间，

用这种制度来刺激内容繁荣。但是网信办提

出的分级分类管理，考虑的是行业健康度。”

比达咨询分析师李锦清猜测。

他向北京商报记者举例，比如在分级管

理中，为了保护未成年主播，年龄和时长会是

重要考量因素；成年主播则根据过往表现打

分（类似于信誉分），对开播时长和频次进行

不同限定；分类管理中，可以将主播分成带货

主播、非带货（秀场）主播、游戏主播等不同类

别；还能根据主播属性分成机构账号、企业账

号、个人账号等，在不同类的主播账号后台提

供不同的功能。

直播带货有门槛

值得注意的是，监管部门的数次政策已

经关注到了直播带货。

6月初，8部门启动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

治和规范管理行动时，全国扫黄打非办明确

提出，“有的直播平台主播向网民兜售三无产

品、假冒伪劣商品等，严重侵犯消费者合法权

益，扰乱正常网络购物市场秩序”。

国家网信办也表示，直播行业诸多痼疾顽

症并未彻底消除，违规直播带货侵犯消费者合

法权益位列其中。

违规直播带货的源头是主播。映客相关

负责人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并不是所有映客

主播都可以带货，主播只有完成认证才可以

开通带货权限”。按照映客App信息，认证规

则包括“单次开播大于60分钟才可申请开通

带货，同时运营人员会根据近期直播内容进

行审核，审核通过后会以私信方式通知主播

频道认证结果”。

2019年末启动电商直播的斗鱼直播，也

对主播有选择，斗鱼销售中心负责人李■此

前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选择主播的时候，

我们会考量三个方面：主播公会、主播能投入

的时间和精力、主播/公会是否愿意配合斗鱼

建立自己的选品和招商团队”。

“之前网络直播营收大多靠娱乐直播

的打赏，用户充值-打赏给主播-平台从中

分成，流程很简单。但带货电商涉及供应

链、交易、售后等，网络直播平台一是经验

不足，二是将抢市场放在了首位。现在需要

找到一种管理方式，让直播带货模式在健

康的市场环境下发展。”智察大数据分析师

刘大伟表示。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直播电

商行业的总规模4338亿元，预计今年中国在

线直播的用户规模将达5.24亿人，市场规模将

突破9000亿元。这一新兴市场可以拉动传统

商业、自主就业等，但发展的规范性至关重要。

巨额打赏如何破

据了解，经过两个月的专项整治，政府部

门依法处置158款违法违规直播平台，挂牌督

办38起涉直播重点案件，封禁一批违法违规

网络主播。

自网络直播模式兴起，打赏就是吸引主

播开播、拉动平台营收的重要来源。一位网络

直播从业者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娱乐直播，

平台拿到的打赏分成一般是30%-60%，直播

带货平台大多拿到10%左右”。

陈文明认为，对于主播进行分类分级管

理，完善信用体系，设置准入门槛、保证金制度

等，可有效防止虚假、恶意引诱性打赏发生。

日前，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刚刚审

理了一起未成年人通过网络直播平台进行高

额打赏引发的合同纠纷案件。

16岁的少年刘某用母亲的身份证信息在

一个网络直播平台上注册登录，3个月内把银

行卡里近160万元全部打赏给了主播。所幸直

播平台将160万元退还给了该家庭。

不过，目前有关网络直播的监管仍停留

在内容审核方面，对于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

即便是明确了“可以返还”，也只是事后补救。

如何从根源上减少这种可能性，尚需有效引

导和积极应对。

据介绍，根据国家网信办要求，从去年3

月起至今，已有53家网络直播和视频平台上

线“青少年模式”。北京商报记者浏览了多个

直播平台发现，不少平台都设置了“青少年模

式”，在此模式下无法进行打赏，观看时间也

受到限制。但实际上，只要输入密码，“青少年

模式”即可轻松解除。

对此，陈文明建议，可以对大额打赏设置

上限，比如每天打赏金额不超过200元。对单

笔打赏数额、单日打赏总额进行限制，如果单

日或单次打赏数额较高，系统自动给予有效

的提醒。此外，平台应该对于打赏行为进行人

脸识别，识别是本人后方能够实现打赏。

在李锦清看来，“建构激励高质量信息内

容供给的直播账号信用评价体系，会改变以

时长、打赏为导向的主播等级体系。网络直播

之前简单、野蛮的商业策略将失效，行业会因

为内容供给导向的调整更加健康”。

各部门持续规范监管的同时，网络直播

平台也加大了整治力度。8月4日，快手表示，

部分游戏主播违规通过第三方社交工具引

导，对直播中的游戏结果进行下注，平台针

对此类行为启动专项治理，封禁了132个导

流涉赌的用户账号。疫情以来，快手开展了3

次专项整治活动，共封禁违规用户857位，其

中5万粉丝以上的博主20余位，查删视频上

千条。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常蕾

2019年

中国直播电商
行业总规模

4338
亿元

预计2020年

用户规模将达

5.24亿人

市场规模将突破

9000亿元

主播夸大和虚假宣传、有不能说明
商品特性的链接在直播间售卖等
成为消费者投诉最集中的问题。

遇到过直播购物消费
问题的受访者中，只
有13.6%的消费者表
示会主动维权，近半数消
费者因为“损失不大”自认倒霉。

数据来源：艾媒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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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