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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打电话”在直播间兴起

2月 21日 23时许，记者进入某短视频平台
一个代打电话直播间，女主播年龄在 20 多岁，
长相比较可爱，声音温柔可亲：“如果你有情感

问题，可帮你代打电话，挽留、道歉、送祝福、告
白、打给现任和前任……”一系列“代打电话”服
务，直播间显示，共有4525人观看，点赞数6万，
评论350条。

记者在直接间观察到，有一些网友把遇到
的问题，在评论区向女主播发问，如“想打给前
任，可以吗？”“我想整蛊一下我的女朋友，主播
能帮忙吗？”“打电话要怎么下单，送啥礼物？”等
等。

女主播用其甜美温柔的声音回答称：“一个
爱的纸鹤（9.9元）即可，礼花筒（19.9元）以上的
特效礼物可以插队，刷完之后联系助手，把电话
号码、姓名和想说的内容私信发给主播即可。”

有网友@爱在西元前直接刷了礼花筒，让
女主播冒充他的前女友，给现任女友打电话。
围观的网友像看八卦一样，看着这一出“闹
剧”。而女主播拨通电话后，以前女友的身份与
@爱在西元前的现任女友聊起了天，时间大约1
分钟，不少网友都在留言区起哄。1分钟左右，
现任女友就把电话关掉。

而对于主播来说，打了一次，就算完成任务
了。记者从23时围观至24时，一小时的时间内
女主播共拨打了16通电话。其中有4个电话没
有接通或直接挂断的，但即使电话打不通也算
一单，照样收费。

有人算过一笔账，按照一个爱的纸鹤9.9元
钱来算，主播能赚 5元，一天如果打 60个电话，
那利润就是300元。

最差每日赚百元
最好达到上千元

一位曾经做过“代打电话”主播的“蜜语”向

记者透露，最开始接触“代打电话”也是朋友介
绍的，后来自己也学会了，因为入门的门槛比较
低。平时一天能播八个小时，与上班族无异，最
差时一天能赚 100 元左右，好的时候日入千元
不是问题。

“蜜语”坦言，现在各个短视频平台管理都
很严，因为“代打电话”存在透露个人隐私信息
或骚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行为，如果有人举报，平
台会直接禁播，特别严重的会导致封号。“所以
我从来不接讨债、骂人的单。”

“蜜语”在这个行业里算是老手了，所以她
也开始教授徒弟，每个徒弟学费800元，可以从
小白教到能独立直播之止。

辽宁德济律师事务所的张德升律师认为，
提供他人电话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如果主播
多次对他人实施整蛊行为或测试男女朋友的，
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公安机关可处拘留或者罚
款；如主播辱骂他人，对他人实施侮辱行为，公
安机关可处拘留或者罚款，情节严重的则涉嫌
侮辱罪或构成寻衅滋事罪，依法应当追究刑事
责任。

辽沈晚报记者 赫巍利

标着“初级农产品”的药材，被直播间夸大
为能治多种疾病的“神药”；身着白大褂的老人，
配合着主播在一旁称药、打包；将医疗词汇拆分
重组成新型营销话术，以躲避违禁词审查。近
期，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养生类账号活跃在网络
直播平台，违反国家规定暗中或违法“行医”，真
假难辨，扰乱市场秩序，给消费者和患者带来危
害。

暗中开“中药方”功效存疑

记者在某直播平台看到，主播举着一袋名
为“散结汤”的产品介绍道，“家人们，只要你身
上有囊什么肿、息什么肉，疙里疙瘩、鼓里鼓包，
不管在甲上的、肺上的、前胸的、后背的、胳肢窝
的、四肢的，通通都可以把咱们的汤汤喝上，拍2
号链接6大包30次。”

其间有多位网友描述自己的症状，虽然每
个人的情况不同，但经过主播的“诊断”后，都推
荐了同一款产品。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后记者发现，主播提及
的“囊什么肿”等“奇怪”的词汇，实际上都是医
药类术语：囊肿、息肉、结节、甲状腺、汤药等，之
所以这样说，目的是为了躲避平台的违禁词审
查。

而在该款“散结汤”的详情页中，中差评达
到数百条，有消费者写道：“喝了一段时间，啥效
果也没有，病情严重的千万别乱买”“在药房里
买同样的东西，比这里便宜好几倍”“打开一包，
还混杂着一根生锈的钉子”……

在另一个数百人的同类型直播间，主播不
断重复着产品的“万能”功效：额头热热的、嗓子
咳咳的、阿嚏阿嚏的，全家人都能喝，放心喝，这
款已经卖出8万多单了。当记者提问“不需要医
生把脉诊断，就能直接开方子吗”，随即显示已
被对方拉黑并“踢”出直播间。

而在一个名为“××堂养生”的直播间，除
了主播之外，还有一位穿着白大褂的老人一言
不发地称药、打包。主播表示，自己跟着这位
老前辈在线下做了 7 年的“姨妈汤”，专注于女
性健康，有淤淤、堵堵各种问题的，先拍个 10

包带回去。
当网友在公屏上提问“是中药配方吗？”“老

前辈是医生吗？”主播马上回应说，虽然写着“初
级农产品”，确实是“中中”配方，这位老师也是

“医医”“doctor”，是有证的，但是不能给你们看，
要被封号的。

消费者还发现，在多款热销中药类产品的
评价中，充斥着不同账号上传的相同评价和配
图；还有部分商家通过添加患者微信，引导至第
三方平台进行交易，以谋求更多不正当利益。

监管不足带来多重隐患

当前直播平台“开药方”、售卖中药材存在
多重违规行为，同时暴露了监管审查方面的漏
洞，不利于中医药市场的健康发展。

——用“农产品”“食品”等替换概念蒙混过

关。记者调查发现，此类直播间所售卖中药产
品的营业执照上，大多都有初级农产品收购、食
用农产品初加工等关键词，以此规避更为严格
的药品类资格审查。一位店铺商家表示，直播
平台不能直接卖药，直播间里也不允许随意讲
医药类相关的词汇和产品，因此将药品的概念
和功效转移到日常用品或者食品上面，就更容
易在平台过审。

——违规直播卖药，夸大治疗效果。2022
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
九部门联合印发《2022 年纠正医药购销领域和
医疗服务中不正之风工作要点》提出，严肃查处
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身份之便直播带
货。“医生直播带货是违规行为，假借医生之名
直播行医卖药更是违法行为。”山西省中医院主
任医师胡兰贵说，直播间卖药号称“一人一方”，
实则“千人一方”，盲目吃药对身体有很大危害，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治疗方法也不同，需要辨清

寒热、对症下药。
——平台监管缺位，资质把关不严。受访

业内人士表示，一些直播平台规定，禁止发布处
方药和非处方药，包括国产、国外药品，但对于
商家有意偷换概念、挂羊头卖狗肉等行为，平台
监管并不严，存在一定的监管漏洞，导致更多不
法商家和个人有了可乘之机。

需多方合力治理直播“行医”

直播平台监管不到位，商家打“擦边球”躲
避审查，患者病急乱投医，多种因素导致了互联
网直播间里的“行医”乱象，其治理也需要多方
合力。

山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流通监管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根据2022年发布的《药品网络销
售监督管理办法》，药品网络销售企业应当按照
经过批准的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经营，未取得
药品零售资质的，不得向个人销售药品。

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耿晔强说，
对于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电商类平台应切实履
行监管职责，面对不断变种的违规行为，审查过
程要更加细致全面，并对涉嫌违反广告法、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违法行为跟进查处，营造良好
的网络营商环境。

业内人士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
要结合网络销售新形势新特点，更有针对性地
完善监管措施，执法部门要加强对不法企业及
从业人员的打击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维护公众
身心健康和消费者权益。

受访专家表示，虽然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
多人的消费习惯，但药品是特殊商品，消费者和
患者要优先选择线下就医和实体药店。确需网
络购药时，要格外擦亮眼睛，查看网上药店是否
具备药品交易服务相关资质。

胡兰贵认为，还要进一步规范医护人员直
播等自媒体行为，引导医护人员通过短视频、直
播等宣传相关医学健康知识，对患者和公众进
行健康指导，这既符合大众的需求，也是医疗工
作者价值的体现。

图文据新华社

“代打电话”成短视频平台直播间热门生意
日前，在短视频平

台直播间内，兴起了
一门新的“生意”——
代打电话。有一些网
络主播在直播间收取
用 户 费 用 后 代 打 电
话，并将通话过程在
直播间公开，打电话
过程的不确定性吸引
到 一 众 网 友 猎 奇 围
观。还有的主播代打
行为涉及骂人、讨债、
恶搞“整蛊”等行为。
律师表示，这种提供
代打电话服务并收
费存在一定的法律
风险。涉嫌侵犯隐
私 权 ，至 于 代 打 电
话 ，因 涉 及 内 容 不
同，所产生的法律后
果也不同。

打“农产品”幌子开“方子”
——网络直播间“行医”乱象调查

2 月 21 日，沈阳市东北亚国际化
中心城市研究院签约暨揭牌仪式在辽
宁大学举行。

该研究院由沈阳市人民政府、辽宁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共同建立，通过深化校地合作的
方式，立足沈阳发展实际，重点围绕沈
阳现代化都市圈建设、东北亚国际化中
心城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等重大
战略，切实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东
北振兴发展需要。

研究院将充分用好东北亚国际化
中心城市高端论坛、东北亚国际化中
心城市发展指数、《沈阳市推进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发展报告》等平台载体，不
断提出具有可操作性、高质量的对策
建议，为东北亚国际化中心城市建设
贡献更多的精品力作，充分发挥咨政
建言和参谋助手作用，切实提升服务
沈阳振兴发展效能。

与会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
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在
发言中表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
济与政治研究所与省会城市密切合
作、共同建设国际化中心城市研究院
尚属首次，对拓展世界经济与政治研
究所的研究方式和研究领域意义重
大。

辽沈晚报记者 王琳

沈阳市东北亚国际化
中心城市研究院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