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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超博览

实名制、限额度 直播打赏迎来强监管
11月23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

关于加强网络秀场直播和电商直播管理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明确，网
络秀场直播平台要对网络主播和“打赏”
用户实行实名制管理，封禁未成年用户
的打赏功能并限制最高打赏金额。

限制打赏额度

具体来看，通知要求平台应对用户
每次、每日、每月最高打赏金额进行限
制。平台应对“打赏”设置延时到账期，
如主播出现违法行为，平台应将“打赏”
返还用户。

网络秀场直播平台要对网络主播
和“打赏”用户实行实名制管理。未实
名制注册的用户不能打赏，未成年用
户不能打赏。要通过实名验证、人脸
识别、人工审核等措施，确保实名制要
求落到实处，封禁未成年用户的打赏
功能。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支付
的普及，由未成年人打赏主播而造成的
纠纷频繁发生。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
此类报道达30余件，涉案金额近亿。北
京商报记者在今年6月曾报道一起未成
年人打赏案件，刘先生16岁的儿子在观
看某平台的直播时，累计给主播打赏了
近20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该案二审恰逢最高
法出台相关文件。今年5月19日，最高
法发布《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
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二）》，明确未成年人“打赏”的返还标
准。该案二审辩护律师、北京市盈科律
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高同武说：“在意见
刊发后三天，案件就再度开庭。并在月
底就出了结果，调解全额返还158万元，
并给退还一二审诉讼费。”

重点关注青少年

虽然在未成年人打赏方面陆续有相
关监管跟进，但主要还是停留在“事后补
救”层面。要想从源头解决打赏争议，平
台始终肩负“最后一道坎”的直接责任。
在浏览直播平台过程中，北京商报记者
注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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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网信办要求，
从去年3月到去年年底，有53家网络直
播和视频平台上线“青少年模式”。

但实际上，只要输入密码，“青少
年模式”即可轻易关闭。不管是猜到
密码关闭青少年模式，或是以父母的
账号登录，对于未成年人来说都不是
什么难事。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
的报告直言，直播平台的“青少年模

式”形同虚设。
对此，通知要求，平台不得采取鼓励

用户非理性“打赏”的运营策略。对发现
相关主播及其经纪代理通过传播低俗内
容、有组织炒作、雇佣水军刷礼物等手
段，暗示、诱惑或者鼓励用户大额“打
赏”，或引诱未成年用户以虚假身份信息
“打赏”的，平台须对主播及其经纪代理
进行处理，列入关注名单，并向广播电视
主管部门书面报告。

而对于点击量高、成交量虚高、“打
赏”金额大、业务类别容易出问题的直播
间，通知明确指出要建立人机结合的重
点监看审核机制，跟踪节目动态，分析舆
情和原因，及时采取措施，防止导向偏差
和问题。

保证实名制

网络直播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弗若
斯特沙利文的数据显示，我国视频直播
行业的市场规模已由2015年的64亿元
增长至2019年的1082亿元，同时视频直
播行业的付费用户规模也在2019年增
长到了3610万人。

然而，各种乱象的出现也影响到行
业的正常发展。其中，未成年人花费千
元甚至数万元“巨额”打赏主播的案例不
时出现，成年人因“打赏”而花光积蓄甚

至背上债务的情况也并非个例。与此同
时，为了获得高额“打赏”，部分主播也打
起擦边球，用虚假信息、涉及色情等手段
作为噱头。

从广电总局此次发布的通知来看，
通过实名验证、人脸识别、人工审核等措
施，或许确实能够确保实名制要求落到
实处。卓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志峰
说：“通知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实施性的规
范性文件，属于针对某一类问题实施管
理和治理的抽象行政行为。现实中，这
种规范性文件，往往是对于法律、行政法
规或部门规章的细化，对于平台来说具
有当然的约束力，现实中因为通知要求
更加细化和更加有针对性，平台也会更
加重视通知具体要求。”

“规范‘打赏’单靠提示信息能够起
到的作用较为有限，必须以技术手段进
行配合。”数字文创产业智库研究员李杰
认为，借助技术手段能够提升监管效率，
同时对于失去理性的“打赏”行为能够尽
快进行遏制。但对于未成年人“打赏”行
为，除了平台方等的限制外，监护人也需
要承担起相应的职责。而未来若要对
“打赏”进行上额限制，如何确定具体数
额也需要根据市场进行深入调研，既保
证行业能够良性运行，也保护受众权益
不受侵害。

（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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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塑料污染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涉及生产、流通、消费、回收、处
置等众多环节。《报告办法》是商务部门
贯彻落实《固废法》的具体举措，旨在通
过明确“谁来报、报什么、怎么报”等具体
事项，完善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报
告制度和程序，推动流通环节市场主体
履行好报告义务，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
加大塑料废弃物的回收，积极推广应用
替代产品。当然，禁塑限塑目标任务的
完成，不仅需要流通环节加强管理，更需
要加强塑料制品生产、流通、使用和回收
处置的全过程管理，增强全生命周期管
理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建立形成塑料污
染治理的长效机制。

问题三：《报告办法》涵盖哪些主要
内容？

答：《报告办法》共二十二条，主要包
括制定依据、鼓励原则、适用范围、职责
范围、报告方式、报告要求、报告主体、报
告内容、报告周期、工作要求、数据应用、
奖惩措施、解释权限和实施时间等十四
个方面的内容。

问题四：《报告办法》的主体范围是
如何确定的？包括哪些企业和个人？是
否会减损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增
加其义务？

答：《固废法》规定了商品零售场所
开办单位、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和外卖企
业需履行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报
告义务，《报告办法》对此做了进一步细
化。具体来说，商品零售场所的范围是
依据《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
用管理办法》（2008年，由商务部、发展改
革委、原工商总局联合发布）来确定的，
即包括各类超市、商场和集贸市场；电子
商务平台则在《电子商务法》中有清晰明
确的规定；外卖企业在现行的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中尚无明确的定义，《报告办
法》根据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的实际情
况作出原则性规定，即外卖企业是指通
过电子商务平台等方式提供外卖服务的
零售、餐饮企业。按照上述规定，需要报
告的市场主体既包括零售、餐饮外卖、电
子商务平台企业，也包括从事商品零售
的个体工商户。

根据《商务部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
理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制定规范性文
件，不得减损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报告办法》对报
告主体范围的确定主要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实际情况作出
具体规定，既不扩大主体范围、增加义
务，也不缩小主体范围、豁免义务。比如
说，《固废法》要求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履
行报告义务，《报告办法》在确定电子商
务平台企业范围时，既要遵守《电子商务
法》关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
经营者的不同定义，也结合实际提出要
求，即电子商务平台企业一方面报告其
自营业务产生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
回收情况，另一方面报告其对平台内经
营者使用、回收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总体
评估情况。再比如，《固废法》要求外卖
企业履行报告义务，《报告办法》根据外
卖服务实际情况，规定提供外卖服务的
零售、餐饮企业进行报告，这里的报告主
体是零售、餐饮企业，不包括从事餐饮服
务的个体工商户，也不包括不从事外卖
服务的餐饮企业。另外，需要说明的是，
根据《电子商务法》相关规定，外卖平台
在《报告办法》中作为电子商务平台予以
规范。

问题五：生活中常见的一次性塑料
制品数不胜数，如何确定一次性塑料制
品的报告范围？

答：近年来，塑料制品的使用越来越

广泛，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问题。发展
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关于扎实
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等文件，
对现阶段使用量大、问题相对突出、社会
反映强烈的部分塑料制品，提出了明确
的禁限规定要求，并将适时更新发布塑
料制品禁限目录，细化禁限范围和执行
标准。《报告办法》主要根据上述文件规
定，细化一次性塑料制品报告范围，并将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动态调整。同
时，《报告办法》还结合行业实际，提出了
差异化报告的要求，即商品零售场所开
办单位报告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连卷
袋的使用和塑料废弃物的回收情况；电
子商务平台企业报告其自营业务产生的
不可降解塑料包装袋（含编织袋）的使用
和塑料废弃物的回收情况；外卖企业报
告不可降解塑料购物袋、塑料餐盒、塑料
餐具（刀、叉、勺）、塑料吸管的使用和塑
料废弃物的回收情况。

问题六：很多零售、餐饮、电子商务
企业都是跨区域经营，如何保证同一家
企业下设的门店在报告时能够做到不遗
漏，同时又不增加企业负担？

答：《报告办法》规定，相关市场主体
原则上向所在地县级商务主管部门进行
报告。考虑到报告主体设立分支机构、
开设店铺等跨区域经营的实际情况，《报
告办法》对此类企业作出专门规定，即电
子商务平台企业以及跨区域经营的零
售、餐饮企业，由企业总部向所在地县级
商务主管部门报告。同时，为了减轻企
业负担，企业总部报告内容为其一次性
塑料制品整体使用、回收情况，无需对门
店具体情况进行分别统计报送。此外，
根据《固废法》一百零六条规定，未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报告的，由县级以上商务

部门实施行政处罚，为避免因信息不对
称导致企业受到行政处罚，相应建立了
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信息共享机制。

问题七：《固废法》赋予了商务主管
部门行政执法权，执法方面，此次出台的
《报告办法》是怎么规定的？

答：《固废法》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行使行政处罚
权。考虑到目前地方商务执法队伍、职
能有的保留在商务部门，有的则根据综
合执法相关规定，已划入市场监管部门
的客观现状，为了做好地方执法工作，
《报告办法》进一步明确，由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确定的承担商务执法职责的
部门，依法处理或实施相应处罚。

问题八：《报告办法》何时实施，当前
还有哪些准备工作要做？

答：《报告办法》规定，本办法自发布
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具体来讲，市场主
体报告情况从2021年1月1日开始，至1
月30日结束，首次报告周期为2020年7
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为便于市场
主体履行报告义务，以及地方商务部门接
收、处理报告信息，商务部组织开发了一
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报告系统，并编
制了系统操作指南，目前已上线运行。从
现在开始，需履行报告义务的市场主体即
可登录商务部信息报告系统，进行注册登
记，填报相关信息，提前做好数据填报的
相关准备工作。报告开始前，各级商务部
门可通过多种方式，大力组织宣传，加强
组织实施，扩大社会知悉范围，确保报告
义务主体应知尽知，应报尽报。报告过程
中，各级商务部门应加强行业指导，做好
报告情况审核等工作；报告期结束后，各
级商务部门应做好相关行业汇总分析，加
强后续政策研究，推进塑料污染治理工作
不断深化。

（商务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