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佘颖

近日当某电商平台宣布，对超过 5000

名存在“砍价”“加赠”等虚假价格优惠行为

的电商作者进行处罚时，有的粉丝还有点

不理解——至于吗？

真不是小题大做。直播间可以拼演

技，现在有不少知名主播以精心设计的情

景剧带货。但“演戏”式砍价不同于“情景

剧”式带货，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提供的信

息是否真实。

“演戏”式砍价主要为了虚构低价印

象，让消费者产生捡漏错觉。通常来说，知

名品牌价格相对透明，且价格体系管控严

格，“演戏”式砍价主要用于大众不熟悉的

杂牌产品。这些产品是直播间冲高订单数

的秘密武器，能帮非一线主播刷出人气值

和营业额。但苦于产品本身没什么竞争

力，只能靠极低的价格吸引人。主播为了

把冷门商品卖出去，才设计出一波三折的

砍价场景，虚构价格优惠。

“演戏”式砍价的本质是虚构价格

等信息，涉嫌违反价格法、广告法、电商

法、明码标价规定等多项法律法规，是

监管部门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在虚

假 信 息 诱 导 下 ，经 常 有 消 费 者 冲 动 下

单。可是，如果卖货时说的话是假的，

又怎么能保证卖的货是真的呢？从消

费者反馈来看，“演戏”式砍价推销的产

品更容易出现假冒伪劣等问题，严重影

响消费体验、扰乱市场秩序及平台公平

竞争环境。

此次处罚 5000 多名主播，给市场敲

了一记警钟。涉事主播受到的处罚主要

是“扣除信用分和冻结佣金”。近期多家

餐厅因为明码标价做得不到位被投诉，监

管部门介入后，餐厅大多赔偿或退款了。

对比来看，平台对主播的处罚不算轻，但

也谈不上重。主播挨罚能否刹住“演戏”

式砍价，效果有待观察。根据我国法律，

被“演戏”忽悠的消费者可要求主播提供

“退一赔三”“退一赔十”等赔偿，平台有

责任协助办理或者提供“不退货仅退款”

等保障措施。

当前电商行业正从“有货卖”过渡到

“卖好货”阶段，优质、专业、差异化的内容

才是电商行业的活广告、金招牌。“演戏”式

砍价无助于培育健康业态，反而会拖累商

家和平台的口碑。平台为主播提供开展经

营活动的场所，且从主播带货活动中受益，

不仅对主播负有监管责任，也有必要加强

平台治理，提升经营合规性，优化消费者体

验。

实践证明，成功的头部主播大多具备

真实、可信、专业、吸引力强等特点。直播

电商行业应建立长效机制，从持续打击恶

意违规行为、帮商家做好合规管理、引导主

播创作优质内容等方面入手，一方面避免

商家因不懂法导致踩线，另一方面大力宣

传已经涌现出的好苗子，发掘优质内容新

商家，并以流量扶持等倾斜政策，鼓励其他

商家向他们学习。不管是情景剧式带货，

还是讲解式带货，合规应是主播与粉丝互

动的第一原则。

庹亚男

近日，有网友称，自己去江苏南京旅

游 ，在 地 铁 上 因 手 机 外 放 而 收 到“ 罚

单”。5日，南京地铁回应称情况属实，车

厢内有稽查人员进行巡逻。

“罚单”有很多种，但因手机声音外

放而开具的罚单却引发人们关注。不少

网友纷纷附议，希望“地铁罚单”可以全

国推广。网友的反应体现了民意，说明

目前的确有一些乘客存在不良乘坐行

为，影响他人、招致微词，同时也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大众“安静出行”的诉求。

正是基于这一情况，南京地铁开出的这

张地铁罚单，以示警告。

其实，所谓“罚单”并非严格意义上

的罚款单，而是一张“告知单”。目的在

于告知乘客地铁相关禁行，提醒乘客文

明乘坐地铁，纠正地铁车厢里的不良行

为。事实上，地铁罚单并非首次现身。

有记者查询发现，目前北京、上海、天津、

兰州、贵阳、昆明、武汉等多地都出台了

相关规定，并以实际行动规范地铁上手

机公放的行为。比如，地铁车厢内贴提

示，广播相关规定，安排稽查人员现场巡

查，并对违反规定的行为开具罚单，甚至

罚款。

这些车厢环境管理方式各有不同，

但都是地铁运营方为规范乘客手机外放

模式采取的有益尝试。对被罚乘客来

说，罚单的存在是提醒与强调；对同乘其

他人员来说，罚单的存在则是威慑与警

示。有鉴于此，大部分乘客还是可以有

所收敛，尽量配合。由此可见，作为道德

自律与法规他律之间的缓冲地带，运营

方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与行政

执法在实操层面的漏洞，对规范乘客乘

车行为、清爽地铁车厢环境的确有所裨

益。

但也必须看到，罚单监督模式并不

是万能的，不排除有乘客不惧“社死”，

毕竟地铁公司是运营方，其所开具的罚

单严格来讲并不具备法律权威。因此，

要让这一模式长行长效，或许可以从法

律法规层面给出违规底线，既是为了增

加罚单的严肃性与社会公众的认可度，

也是为了防止运营方为罚而罚、私自加

码。

“南京地铁回应乘客因手机外放收

罚单”冲上微博热搜，从某种程度上看，

这不仅仅是因为议题关系大部分人，其

实也可以视作公众道德、社会文明进步

的一种体现和姿态。在众声喧哗之中，

我们乐见这样的讨论深入人心。

主播挨罚能否刹住“虚假砍价”

“静音罚单”
还他人“安静权”

弓长

据江苏广电总台3月5日报道，近日，

江苏南京市场监管执法人员检查发现，在

当地一家酒店举行的一场会议结束后，留

下 48 瓶饮用水，其中有 43 瓶开封后未饮

用完，被保洁员直接丢弃。酒店大堂、用

餐区未按规定张贴反食品浪费标识，酒店

也未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的

提示提醒。执法人员责令立即改正，并下

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警告。5 日，执

法人员回访，酒店已作出整改。

“半瓶水”浪费问题可谓不少会议场

所的顽疾，据此前媒体的报道，中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曾以 10%

的浪费率估算，每年全国瓶装水浪费量在

千万瓶以上。每 1 吨瓶装水一般需耗费

1.3 吨原水，千万瓶瓶装水浪费的背后是

更加惊人的水资源浪费。

正因此，诸多网友对上述处罚决定表

示支持，但也有一些人认为浪费“半瓶水”

情有可原，毕竟水是别人喝剩下的，存在

不卫生等问题。

作为资源大国和消费大国，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一直是国家有关方面一再强

调的事情，反食品浪费不仅仅是个人的

事，也不能只停留在道德层面，而要有法

治的保障和护航。

在各界努力下，2021 年 4 月，我国反

食品浪费法正式实施，其中明确，食品浪

费是指对可安全食用或者饮用的食品未

能按照其功能目的合理利用，包括废弃、

因不合理利用导致食品数量减少或者质

量下降等。同时要求餐饮服务经营者应

当主动对消费者进行防止食品浪费提示

提醒，在醒目位置张贴或者摆放反食品浪

费标识，或者由服务人员提示说明，引导

消费者按需适量点餐，违反者将视情节给

予责令改正、警告、罚款等处罚。这也是

上述报道中涉事酒店因“半瓶水”问题被

处罚的依据和原因。

近年来，不少地方都努力推动针对瓶

装水浪费问题的“清瓶行动”，比如鼓励会

议主办方自备瓶装水，倒逼其从经济成本

的角度考虑减少浪费；借鉴“光盘行动”，

让公众养成带走喝不完的水的习惯。也

有专家认为，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可以通

过强制和鼓励性措施，推动瓶装水生产企

业落实“消费者识别要求”，推广记号瓶装

水，如此便可一定程度上减少人们拿错、

喝错的后顾之忧。可见，反食品浪费更需

要把节约意识落实到生活点滴中，细水长

流，久久为功。

实际上，反食品浪费法实施后，不少

地方都开出过相关罚单，比如，有的面包

店因报废不好看的面包被罚，有的饭店因

诱导消费者多点餐而被责令改正，还有餐

饮店因未提醒消费者打包被警告⋯⋯当

然，处罚只是手段，目的还是在于督促餐

饮经营者不能一味追求金钱和利润，而要

承担起主体责任和社会义务，筑牢反食品

浪费的重要防线。

今年 2 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

第二批制止食品浪费行政处罚典型案例，

一些诱导、误导消费者超量点餐，未张贴、

摆放反餐饮浪费标识标牌的商家被曝

光。对这些案件的依法纠正和及时查处，

有利于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社会氛

围，有利于警示、震慑更多的潜在浪费者，

遏制更多浪费行为，也彰显了国家反浪费

的态度和决心——以法律的名义，兴节俭

之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建设节约型

社会加油助力。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某种角度

上，对食物最大的辜负就是浪费。守护舌

尖上的美味更要守护好舌尖上的文明，这

也是保障粮食安全、端牢中国人自己的饭

碗的应有之义。

我国将先行制定急用

先行的智能汽车基础地图

重点标准，到 2025 年初步

构建支撑汽车自动驾驶的

地图标准体系。

新华社 徐骏

将有“图”可依

“43瓶没喝完的水”的确不是小事“43瓶没喝完的水”的确不是小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