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吃着饭、理着发、健着身、
逛着街，却发现自己出现在网络
直播画面中。这是什么情况？

和主播带货直播不同，现
在有些商家把直播镜头对准正
在餐馆、美发店、健身房、景区
等场所消费的普通人。消费者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引流
工具。

泡温泉吃着饭
忽成“画中人”

朝阳区一家老字号小吃店
从早忙到晚，提供各类面点、小
吃、炒菜。附近的大爷大妈，尤
其喜欢到这里来享用早餐，面
茶、炸糕、炸豆腐汤，吃的就是
老味道。可他们没注意到，就在
点餐柜台背后的货架上，一台
手机连着电源，全天不间断直
播店内的用餐实况。

“直播？是电视直播吗？手
机直播是什么？没看过。”一个
大妈慢悠悠地离开小吃店，她
不知道自己刚才用餐的全过程
都被拍摄下来，实时传送到直
播平台，供网友观看。

这家店用来直播的手机，
距离店内监控摄像头很近，手
机拍摄的画面基本也覆盖了全
店。手机摄像头正对着点餐柜
台，基本上只要到店吃饭点餐，
消费者的正脸就一定会被拍摄
到。

这家小吃店的直播，就是
店内实况直播，没有主播介入。
在网络平台，直播店内实况的
餐馆多如牛毛。这类直播的最
大特点，就是直播画面里没有
主播出镜，主要拍摄店内环境、
菜品和消费者用餐情况。即便
有主播，也是以口播的方式介
入。

北京某海鲜自助餐厅的直
播，主播在店内到处游走，一边
拍摄一边介绍店内的各种餐
食，“家人们，咱们这边都是无
限畅吃啊，不限量。”直播画面
中，不断有消费者出现，很多人
的正脸都暴露在镜头下。

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消
费者对此类直播表达不满。“现
在直播客人吃饭的风气是谁带
起来的？”“我就一边看手机，一
边吃饭，一抬头，看见直播镜头
正对着我。”“不对着自己拍，而
对着顾客，我吃饭所有的样子
都被直播出去，想想都觉得无
语。”“客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一
举一动都被展示出去，这不算
侵犯隐私吗？”

市民小马回忆说：“我今年
春节期间去泡温泉，在温泉游
乐设施闲逛的时候，看见有主
播在不停地‘叨叨叨’直播。我
心想，现在这直播带货真是无
孔不入啊，但后来刷直播的时
候才知道，这个主播不是对着
自己拍，是对着消费者拍呢。”

网友们的质疑，已经在现
实中产生纠纷。今年 3月底，西
安有两名老人在不知情的情况
下，被店家拍下用餐画面，并且
上传到短视频平台。事后，该视
频被老人家属在刷视频时无意
看到，于是找到店家投诉，认为
店家侵犯两位老人隐私，反复
协商后，店家删除了视频。

去年 3 月，太原的胡女士，
在理发时发现自己出现在直播
画面里，并且被众多网友实时
品头论足。胡女士不堪其扰，要
求发型师停止直播，发型师虽
然将镜头转向了别处，但嘴上
不依不饶，抱怨胡女士“太过迂
腐”。

未成年人成了
直播“小演员”

餐馆、美发店、健身房等消
费场所，都是直播的高发场景。
记者发现，有的理发店，在直播
过程中，直接对顾客“怼脸”拍
摄。而有的健身房，营业时间内
都在直播跳操的场景。

此外，旅游景区、儿童乐
园，这类客流量非常大的场所，
也经常有对着消费者拍摄的直
播出现，尤其容易让未成年人
出现在直播画面中。

前门大街，游人如织。来自
五湖四海的游客，把注意力集
中在观光和购物上。他们很少
注意到人群中，那些举着手机、
来回走动、边说边播的主播们。
从直播画面中看，主播们有些
以自己为主体，只以前门大街
为背景。而有些则完全不出镜
只出声，将镜头对准游客。

“家人们，咱们不玩虚的
啊，都是实在价格，全程四星标
准酒店。”有主播将手机架在街
边，不停地推荐旅游产品，路过
的游客，全都收进了她的镜头。
不止前门，还有什刹海、故宫、

环球影城等热门景区，都有借
助直播游客画面、推荐旅游产
品的主播出没。从直播画面中
可以看见，有些游客会好奇地
扭头看一眼直播镜头，发现自
己正在被拍摄，又迅速转身离
开。

在大兴区一个儿童乐园入
口，从早上 8点多钟开始，主播
就对着门直播。每一个入园游
玩的孩子，都会被她拍到。主播
不厌其烦地推荐着乐园的套
票，“咱这儿有两大一小套餐
啊，家人们可以留意一下。乐园
里有萌宠、有过山车，套票全
含，畅玩。”

还有的儿童乐园，将直播
镜头对准乐园内标志性的设
施，很多孩子在此留影的时候，
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直播出去。
有的室内乐园，主播拿着手机，
在乐园里流动直播。不知情的

孩子们，欢快地在镜头前跑来
跑去。

早在 2021年的“清朗行动”
中，中央网信办就明确指出，严
禁 16 岁以下未成年人出镜直
播。网络平台自身也有关于未
成年人出镜直播的管理要求，
如违规将遭封禁等处罚。

引流效果让商
家“欲罢不能”

“哎呀宝子们，我马上要下
播了啊，孩子们开始多起来了，

未成年人是不能出现在镜头里
的，不然平台要罚我。”记者查
看某儿童乐园直播时，主播很
清楚地知道，未成年人不适合
出现在直播镜头里。但第二天，
该乐园的直播，依然在继续，镜
头还是对着孩子和家长们。

在直播带货盛行的当下，
一场直播带来的引流效果，让
商家欲罢不能。有直播服务商，
在推荐自己的直播套餐时明确
表示，实时场景的直播，可以帮
助商家实现线上流量向线下流
量的转化。以一家小餐馆为例，
每天常态化直播 6小时，连续直
播一周，就能增加 9万多元的交
易额。

在一家提供直播解决方案
的公司官网上，记者看到另一
种的直播方式“监控直播”，顾
名思义就是把监控拍摄到的内
容通过直播的方式，展示出来。

该公司强调，“监控直播”是 24
小时在线，所以观众在任何时
候都可以看到，“监控本来也是
景区必不可少的安防设备，如
果能把监控接入到直播，为景
区 做 宣 传 推 广 ，何 乐 而 不 为
呢？”

该 公 司 展 示 的“ 监 控 直
播”，有的是对准空旷的山野，
有些则不可避免地拍摄到游
客。而且，在公司官网的展示页
面上，还能看到几所幼儿园教
室内的监控画面。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一千
零一十八条：“自然人享有肖像
权，有权依法制作、使用、公开
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
像。”

第一千零一十九条规定：
“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
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
像……”。

近日，江苏省消保委联合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

《2023 年度全省消费维权典型
案例》。其中的“案例十”，就是
消费者起诉商家未经自己允
许，将服务过程视频发布到互
联网上，侵犯其肖像权、隐私
权、名誉权。法院认为，商家行
为构成对消费者肖像权的侵
害，判决商家在社交平台上致
歉 10日，并赔偿消费者精神损
害抚慰金 1000元等损失。

江苏省消保委认为，部分
商家未征得消费者同意就直播
诸如健身、就餐等消费者个人
形象突出的消费场景或者擅自
制作成短视频上传至平台进行
商业宣传，实则是将消费者异
化为引流工具或免费广告，模
糊了商家经营自主权和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边界，在涉嫌侵犯
消费者肖像权的同时，还可能
泄露消费者的行踪隐私、面部
信息，带来不确定的风险，特别
是在生物识别技术广泛应用的
当下，面部特征、指纹信息、行
动轨迹等个人画像特征极易被
抓取，一旦被不法分子利用，将
给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造成
损害。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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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能锁认准德施曼
专业的更安心，连续13年销量领先！

公安部电子防盗锁行业
新标准主要起草者，太平洋
保险承保。
电话（微信）：18713077691

理着发、健着身、逛着街……却成为别人的引流工具——

下馆子你可能入镜“被直播”

女子上瑜伽课被直播

近日，商务部、财政部等 7
部门联合印发《汽车以旧换新补
贴实施细则》，明确了汽车以旧
换新资金补贴政策。

补贴范围和标准

自《细 则》印 发 之 日 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报废
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燃油乘
用车或 2018 年 4 月 30 日前注
册登记的新能源乘用车，并购
买符合节能要求乘用车新车
的个人消费者，可享受一次性
定额补贴。

对报废上述两类旧乘用车
并购买符合条件的新能源乘用
车的，补贴1万元。

对报废国三及以下排放标
准燃油乘用车并购买2.0升及以
下 排 量 燃 油 乘 用 车 的 ，补 贴

7000元。
本细则所称乘用车是指在

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的小

型、微型载客汽车。国三及以下
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是指在
2011年 6月 30日前注册登记的

汽油乘用车、2013 年 6 月 30 日
前注册登记的柴油乘用车和其
他燃料类型乘用车。

补贴申领流程

拟申请汽车以旧换新补贴
的个人消费者，应于2025年1月
10 日前，通过登录全国汽车流
通信息管理系统网站或“汽车以
旧换新”小程序，填报申请材料。
材料包括——

个人身份信息；报废汽车的
车辆识别代号、《报废机动车回
收证明》和《机动车注销证明》原
件照片或扫描件；新车的车辆识
别代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和《机动车登记证书》原件照片
或扫描件等。

相关材料应于《细则》印发
之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取得。其中，《报废机动车回收证
明》应由有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
收拆解企业开具。 据央视

商务部、财政部等7部门——

汽车以旧换新 最高可享1万元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