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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治新闻

●专家声音虚假摆拍不仅有违诚信原则，扰乱网
络秩序，更涉嫌违法。在具体的司法实践
中，虚假摆拍至少涉及三重法律责任：其
一，若内容涉及商品推广或商业合作，可能
违反广告法关于“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引
人误解内容”的规定，涉嫌虚假广告罪。其
二，若以虚构内容非法牟利，数额较大或情
节恶劣的，或涉嫌诈骗罪。其三，若虚构情
节损害特定主体名誉或隐私，涉嫌侵权。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网信办《关于加强
“自媒体”管理的通知》中，要求“自媒体”发
布含有虚构情节、剧情演绎的内容，网站平
台应当要求其以显著方式标记虚构或演绎
标签。但标识仅解决“真伪认知”问题，“内
容的合法性”仍需回归法律认定。当前，部
分涉及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的摆拍视频

通过定制化的虚构情节对特定企业、团体
进行污名化攻击，即便加了“虚构”标签，仍
超出合理创作边界，容易引发社会舆论对
于某些群体的误读，也是应该整治的。

目前，虚假摆拍整治存在一些难点。
一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对虚假摆拍的定性
仍存在模糊地带。在一些案件中，不法分
子制作的视频虽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但
因为未直接诈骗钱财，最终仅被行政处
罚。一些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的摆

拍视频虽然给相关企业造成损失，但如何
量化社会危害性成为监管部门和司法机
关办案的难点。

另一个难点是平台责任划分。互联网
平台常援引“避风港原则”来规避自身责
任。该规则下，平台在接到权利人关于侵
权的通知后，若能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或
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即可免除侵权责
任。但虚假摆拍等意识形态类“产品”，往
往并非基于用户主动选择和搜索，而是依

靠平台算法机制的推送。基于此，平台应
该尽到审核义务，保证推送内容的真实
性，如果推送虚假信息给用户，就不应该
再适用“避风港原则”。

当下急需从技术和监管角度实现对
虚假视频的常态化治理。比如，平台可以
通过 AI 深度合成检测技术识别异常画面
特征，利用区块链技术固定虚假内容证据
链，同时在算法推荐模型中嵌入伦理权重
参数，对未标注“虚构”的摆拍内容实施限
流降权。监管部门可以探索建立“算法伦
理动态评估”机制，矫正当前内容平台的
流量分发逻辑。

长远来看，治理网络不良信息需跟上
社会发展和技术迭代的脚步，才能让劳动
者的尊严回归真实，让网络空间重获清朗。

整治虚假摆拍需更加注重发挥技术作用
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 李怀胜

2025年 7月 1日 星期二
电子信箱：zbs@jcrb.com

编辑/王昱璇 见习编辑/蒋玘瑞 校对/侯静
联系电话/（010）86423324

□本报记者 何慧敏
见习记者 李梦欣

近年来，短视频因节奏快、短小精悍等
特点，成为广大网民的重要新闻信息来源。
然而，大量打着真实记录旗号，实则根据故
事脚本虚假摆拍、以假乱真的短视频频现，
严重扰乱网络空间秩序，混淆视听。其中，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
业群体因“接地气”“高共鸣”属性，成为虚
假摆拍的重灾区。一些博主假借灵活就业
群体职业身份，打造“入不敷出”“社会尊严
感低”等标签化人设、编造“悲惨”“贫穷”的
虚假故事吸引关注。

虚假摆拍有着怎样的套路？背后又有
怎样的流量逻辑？如何治理？记者对此进行
了调查采访。

“悲惨世界”

虚假摆拍的共创剧本

近日，一则题为《生活不易，又一单王
倒下了》的视频在网络流传。画面中，一名
外卖骑手倒在地上，字幕显著位置标注“单
王倒下”，引发网民对骑手“猝死”的猜想。
事后，骑手本人证实，因路况问题不小心摔
倒晕厥，送医后已无大碍。

记者发现，在短视频平台搜索“外卖”
“快递”“网约车”等职业关键词，相关视频
主题总是与“算法困境”“工作压力大”“社
会价值低”等悲情话题关联。在博主的摆拍
剪辑下，各类短视频中的职业窘境更是令
人瞠目结舌，堪称“悲惨世界”：“外卖骑手
深夜送餐却被盗车，坐地痛哭”“快递员抱
着襁褓中的孩子送快递”“网约车司机为养
家深夜跑车猝死”……这些短视频均被证
实为虚假摆拍谣言，发布者已被公安机关
查处。

通 过 进 一 步 盘 点 此 类 内 容 ， 记 者 发
现，大量短视频背后的制作逻辑都有迹可
循：制造矛盾冲突、编造虚假信息、擦边
营销。

记者翻阅“众包仔小*”视频账号发现，
其三个月内的 71 个视频均是关于外卖送餐
过程中的各类矛盾冲突。其中一条视频显
示，外卖员遇到要给差评的顾客，气愤地扔
掉了配送的饮品；顾客不给外卖员开楼门，
又要求送餐上楼，外卖员直接吃掉顾客外
卖。目前，账号博主王某某因造谣被行政处
罚，涉事账号已被封禁。

还有的账号围绕灵活就业群体“就业
难”“失业”等话题编造虚假信息。2024 年 9
月 13 日，一则冒用杭州交通运输部门名义
发送的短视频引起网约车司机的恐慌。这
条名为“致广大网约车师傅一封信”的视频
提到：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全面实现人工
智能，我市将于 2025 年 1 月 18 日正式投放
无人驾驶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请各位网约
车师傅提前安排就业计划。经查，该信息为
谣言，杭州市有关部门已调查处置。

此外，还有一些短视频以“擦边”为噱
头。记者翻阅一个名为“**昭”的短视频账
号发现，其发布的十多个视频中女外卖员
不规范穿着黄色外卖服，佩戴头盔，长腿裸
露坐在电动自行车上。另外一个名为“**
生”的账号中，女外卖员上身穿外卖工服，
下半身配搭短裙、黑丝，双腿颤抖，衣着暴

露，视频配性暗示文字“送外卖这么累吗”。
上述视频主题、文本雷同，吸引关注的

引流逻辑相似，是否背后都有“剧本”？通过
进一步调查，记者发现，虚假摆拍视频背后
大多是团队化运作，打造人设、编造剧本、
拍摄制作等分工明确。部分账号通过编造
虚假职业身份，利用戏剧化冲突或情感绑
架手段博取关注，快速涨粉后通过带货、打
赏变现。

“狼来了效应”

真实诉求淹没于流量噪音

低廉的摆拍成本、毫不费脑的脚本设
计，造假者短时间内就能制作一个获赞破
万的短视频，对于灵活就业群体的负面影
响却不可估量。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法
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副会长朱巍表示
担忧：“频繁的摆拍会引发‘狼来了效应’，
当真实劳动者诉说困境时，公众下意识怀
疑‘是不是作秀’，信任体系在真假混杂中
逐渐瓦解。”他认为，当虚假剧情刷屏网络，
真实的劳动权益诉求难以突围，容易形成

“越需要关注，越被噪音淹没”的恶性循环。
同时，一些虚假职业人设，掩盖了职业的真
实生态，让公众对骑手等职业的认知停留
在“虚假视频”带来的刻板印象里。

“快递、外卖员不就是一份职业吗？有
什么高低贵贱，我们辛苦努力工作，平时到
点下班就刷刷短视频，哪有那么‘狗血’。”
某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小王（化名）表示，一
些摆拍视频无视现实、故意渲染不公平不
公正的职业待遇，变相降低了他们的职业
尊严感。

“骑手霸道、蛮横、不讲理与顾客争吵
的视频也不要轻信，外卖骑手要与时间赛
跑，没那么多时间吵架。还有多机位切换的
视频更不要相信，真实的外卖骑手忙到没
时间拍视频，哪还有工夫布置多个机位？”
骑手刘壮告诉记者。

治理破局

压实平台责任，强化法律震慑

那么，这种乱象如何加强治理呢？
根据中央网信办发布的《关于加强“自

媒体”管理的通知》，“自媒体”发布信息不
得无中生有，不得断章取义、歪曲事实，不
得以拼凑剪辑、合成伪造等方式，影响信息
真实性。发布含有虚构情节、剧情演绎的内
容，网站平台应当要求其以显著方式标记
虚构或演绎标签。我国《互联网信息服务管
理办法》明确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要对
虚假信息，谣言等有害内容及时处置。平台
有义务对站内内容进行审核监管。

然而，记者注意到，目前，多个短视频
平台虽然已上线相关标识功能，但一些视频
在发布时未严格遵守，也未被平台有效审
核、监测。此外，一些虚假摆拍的账号被封号
后，迅速开设新账号卷土重来，只靠封号无
法根治摆拍乱象。对此，朱巍表示，平台应
该尽到审核义务，对网络谣言的识别、审
核、分发等管理，应有更严格的落地举措。

“内容平台可以从止谣、辟谣、治谣等
维度，系统化建设网络谣言防治体系。一方
面，加强对内容编辑、信息发布、跟帖评论
等环节的审核管理，有效屏蔽过滤劣质内
容，从源头上断绝违规、违法内容的扩散。
另一方面，限制虚假拼凑、造谣传谣类劣质
信息推送等，让算法真正服务于主流价值
导向。”朱巍表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薛军认为，平台
不能以“技术中立”为由推卸审核责任，也
不能一味使用“避风港原则”（“避风港原
则”包括两部分：“通知+移除”，主要指网络
服务提供者只有在知道侵权行为或侵权内
容的存在后才有义务采取措施，如删除、屏
蔽或是断开链接等）。在数字经济背景下，
内容平台既然利用算法进行相关信息内容
的推荐，那么，也应当负起对相应信息内容
的审查义务，不能等到被侵权人通知，才采
取相关删除行为。

薛军补充道，相关虚假短视频“始作俑
者”——MCN 机构（即网络信息内容多
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能以“不知情”为
由逃避责任。对摆拍造假的 MCN 机构，应
严格实行分级处罚机制或者是黑名单制
度，从源头阻断虚假内容传播。

近期，“清朗·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
乱象”专项行动的整治重点就包括打造悲惨
人设、假冒新就业群体身份、虚构“苦情”戏
恶意虚假摆拍问题。目前，“萧鑫传媒”“涵姐
文化传媒”“凉栀传媒”“娟姐聊电商传媒”

“涵姐 Boss”“渝姐姐文化工作室”等一批账
号，因编造传播涉新就业群体虚假信息，多
次发布摆拍殴打、侮辱外卖骑手视频，不实
炒作外卖员与消费者、保安等群体对立，借
公众善意博流量营销，已被依法依规关闭。

假扮外卖骑手“卖惨”，虚假摆拍屡禁不止
专家建议，各方协同发力，阻断虚假内容传播

编者按 今年 4 月 15 日起，中央网信办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短视频
领域恶意营销突出问题。自今日起，本版将陆续推出聚焦“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乱象”系列报道，围绕虚假摆拍、散布虚假信息、
违背公序良俗、违规引流等恶意营销乱象及其背后的问题根源、相应治理措施进行调查采访和深度剖析，敬请关注。

●聚焦“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乱象”系列报道之一

●大量短视频背后的制作逻辑都有迹可循：制造矛盾冲

突、编造虚假信息、擦边营销。

●频繁的摆拍会引发“狼来了效应”，当真实劳动者诉说困

境时，公众下意识怀疑“是不是作秀”，信任体系在真假混杂中

逐渐瓦解。

●内容平台可以从止谣、辟谣、治谣等维度，系统化建设网

络谣言防治体系。

●对摆拍造假的 MCN 机构，应严格实行分级处罚机制或

者是黑名单制度，从源头阻断虚假内容传播。

点要 示提

炎炎夏日，福建泉州
有着独特的消暑良方——
灵源万应茶。这碗茶不仅
拥有消暑降火的功效，更
蕴 含 着 深 厚 的 历 史 文 化
底 蕴 和 中 医 药 传 承 的 故
事 。然而 ，它的传承之路
并非一帆风顺。在发现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灵
源 万 应 茶 未 得 到 相 应 的
政 策 支 持 和 社 会 面 传 播
扶持引导后，检察机关积
极行动 ，制发检察建议 ，
推 动 相 关 部 门 形 成 非 遗
知识产权保护合力。灵源
万 应 茶 遇 到 的 困 境 是 许
多 中 医 药 传 承 面 临 的 普
遍问题，让我们共同保护
中医药文化，使这块非遗
瑰宝更好服务人民健康。

（何 慧 敏 谢 思 琪
王岚芳）

一碗茶的传承困境

相关链接

张元君/制图

□高梅

6 月 29 日，央视《财经调查》报道，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舞
蹈培训机构玩起“文字游戏”，将“培训机构”包装成“舞蹈工
作室”，通过注册公司打擦边球，规避监管，更有大量无资质
的假舞蹈老师执教。这些无证办学、无证教学的儿童舞蹈培
训机构，已导致多名学习舞蹈的少年儿童发生伤残事件。

众所周知，舞蹈培训以身体训练为主，容易出现伤害风
险，因此在机构资格、师资专业性、场地安全性等方面有严格
要求。根据我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行政许可法、《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要求，校外舞蹈培训机构必须经依法审批取得办学许可
证，并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等，方能开展培训活动。

但一些机构将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登记为“文艺创作”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甚至“健身项目”等易混淆的表述，
实质上超出经营范围擅自开展舞蹈培训活动，甚至买卖造假
的师资证明。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操作，不仅直接违反行
政 许 可 法 等 法 律 规 定 ，更 对 儿 童 生 命 健 康 安 全 造 成 严 重
威胁。

为何能轻易打出超经营范围的“擦边球”？在证照不齐
全的情况下超范围经营，为何能够长期逃避监管而迟迟未被
发现？从不法机构总结出“牌匾不挂大门口”的“反监管指
南”，到从业人员直言“无同行举报即安全”的侥幸心态，再到
部分无证培训机构察觉不对就换个“马甲”继续的“逃避秘
籍”，不难看出，是审批后的常态化监管出现了问题。若审批
后的动态监管乏力，或者只是依靠举报的被动监管，前期再
严格的审批也就沦为了“一次性监管”，不法机构刻意绕开审
查监管的“计谋”便能轻易得逞。于是，这些培训机构表面上
处于监管之下，实际上却隐身于监管盲区之内。

破解困局其实不难，从日常巡查入手，很快就能发现
端倪。一次突击检查，就可能发现培训机构登记信息与实
际经营“两张皮”的现象。对于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超范
围经营行为，应及时依法移交行业主管部门处理。很多地
方还有校外教育培训机构黑名单制度，可再将这些违规机
构列入黑名单，让市民“避雷”。一番操作下来，不法机构
也就难有生存空间。当然，要想达到理想效果，巡查不光
要 “ 日 常 ”， 还 必 须 “ 到 位 ”。 不 能 让 巡 查 成 为 “ 走 过
场”——日常巡查和年度检查是否只是“关起门来”看报
表？有没有走进机构的大门进行实地考察？否则，一些看
似不起眼的日常疏漏，就会给不法机构“打擦边球”以可
乘之机。只有把巡查做实，才能杜绝不法机构披着虚假外
衣应付检查。

“假面”舞蹈培训机构的伤害可能就发生在一瞬间，却
让孩子的舞蹈梦秒变噩梦。为了少年儿童时时刻刻的安
全，日常巡查的“探照灯”必须时时刻刻照亮，确保培训机构以专业师资与安
全环境打牢基础。唯有行业规范一直在线，机构套路才难以上线，孩子的追梦
路才会一路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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