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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各类网络
平台上不乏靠夸大其
词促销者。

记者采访发现，
部分网络平台上违规
违法使用“极限词”广
告的情况仍多，不仅
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同时也导致不
法分子藉“商家广告
词违法”进行敲诈勒
索一类案件频发，亟
需加强监管治理。

多家网络平台相关工作负责
人告诉记者，各平台对相关商品
宣传时违法违规使用广告“极限
词”都持零容忍态度，也均设置了
一系列甄别、处置规范及办法，
如：平台会持续通过人工管控和
技术手段进行交叉识别、在针对
相关商家或创作者的管理规范中
添加“广告禁用词”类详细的明文
规定、为用户开通举报邮箱和电
话等直接反馈通道等，一旦出现
违法违规，平台将对商家或创作
者处以扣除信用分、收回直播权
限、收回电商权限等处罚。

但由于种种原因，治理效果
未达预期。田伟表示，从办案实
践中看，商家为营利，无论线上线
下均有夸大宣传的倾向和习惯。
行政执法部门案多人少，想要做
到监管压力全时全域覆盖难度很
大。

同时，部分商家和创作者“绕
弯”使用“极限词”，很大程度上降
低了平台技术监管的效率和精
度。在直播带货中，部分主播有
意将暖场的短视频做得较为夸
张，直播结束后又迅速删除视频
以销毁痕迹，这些都增加了监管
的难度。

此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
业和信息化法治战略与管理重点
实验室办公室主任赵精武等多名
专家向记者表示，当前该领域治
理依据存在效力低、漏洞多等问
题，亟待从立法层面查漏补缺提
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
俊海提醒，平台应特别警惕一些
规避治理的“歪招”，动态升级监
管科技水平，从源头上杜绝类似
的有害广告进入平台。同时市场
监管部门也应主动提升科技监管
水平，消除监管盲区，提升监管效
能，铸造监管公信。

“以多元共治为理念，通过立
法、司法、行政等多种手段加以系
统治理，使各方经营者对自身行
为在法律体系中的定性、处理程
序和后果有清晰的判断，最终实
现整体网络营商环境的彻底改
善。”山亭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张宣东建议，通过协同管理体系
的建立，推动形成监管部门、行业
组织、直播平台、从业人员、其他
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共治环
境。 （新华社）

我国《广告法》明文规定，广
告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

“最佳”等用语。对于违法使用
“极限词”广告“吹牛”的，可以由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
广告，对广告主处二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由广告
审查机关撤销广告审查批准文
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
请。

但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网络
平台上的广告中“极限词”仍大量
存在。

有商户以拼音、谐音、异体字
方式使用“极限词”。记者发现，
禁用词“最”的谐音体、拼音体，如

“蕞低价”“蕞D价”“Zui低价”被
广泛使用。

闲鱼上名为“mini的宠物生
活”的卖家为打出“全网 zui 低

XX狗粮爽系列”广告；卖家“宸
汐优品”称所售洗发水、沐浴露、
洗沐套装“全网蕞低价甩！”；播主

“惠聚同城创始人”为规避平台审
查，将“史上zui低价”字样打印
在纸上，在视频中展示。

记者还在小红书上看到，某
护肤品宣称自身“历史最低价”。
当记者询问客服是否是最低价
时，客服并没有正面回答，只表示

“不同时期，价格不同”。
直播带货活动中也存在相关

问题。10月13日“巴黎欧莱雅”
在微博上称，“锁定10月20日李
佳琦的直播间，面膜今年最大力
度”。不少网友购买了预售为
429元的产品。不久的“双11”期
间，这家品牌的直播间现货却只
要257元。在“黑猫投诉”平台
上，集体投诉量已超20000件。

此外，广告中还大量存在“史

上”“国家级”“唯一”等禁用词。
播主“露露黄了”在其多条带货短
视频均使用“史上最低价”等说
法。闲鱼卖家“原来是lailai啊”
称自己出售“国家级野生海参”招
揽生意；卖家“宝妈一枚”出售“国
家级护眼台灯”；卖家“嘉树悦行”
则称所售牙膏为“全球唯一95％
水萃取蜂胶牙膏”……

违法“吹牛”广告甚至已成
为一种行业惯例。记者发现，不
少商家会“未雨绸缪”地在网店
醒目位置标注“特别申明”，藉此
推卸责任：“本店针对在售产品
的广告宣传排查整改如有未调
整之处敬请提醒，关于此类问题
发生的纠纷支持退货退款，但不
作为赔偿的理由”“不接受并不
妥协于任何形式的极限词赔付，
望广大消费者与‘打假’人士知
悉”。

记者从山东警方了解到，此
前，山东枣庄山亭区桑村镇西罗
山村村民洪志鹏不堪网络敲诈烦
扰，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求助。原
来，他的网店被人举报涉嫌虚假
宣传问题，对方称只要4000元钱
就能撤销举报“了事”。

办案民警冯文文介绍，马某
等人在多个网络平台的网店中，
搜索包含“最”“永不”“环保”“无
毒”等词的广告，然后以广告用

词违法为由，向12315平台投诉
举报。一旦商家通过投诉单留
下的电话号码与马某等人联系
后，马某等人就以“如不私下解
决，市场监管部门会对商家处以
巨额罚款”威胁商家，索要几百
元至几千元不等的财物。不少
商家为避免被罚，不得不“花钱
买平安”。

“从掌握的案件情况看，绝
大多数商家被迫接受马某等人

的敲诈，马某等人则在收款后撤
诉。”山亭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大队长杨峰告诉记者，以马某为
首的这一团伙的犯罪行为在不
到一年时间里已涉及全国2000
余商家，涉案金额超过 200 万
元。

山亭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田伟
告诉记者，此类案件发案势头有
所上升与电商广告领域普遍存在
滥用“极限词”情况有关。

2000余商家因“吹牛”被敲诈的背后——

网络电商广告“极限词”问题调查

“绕弯”规避监管
难治也要治

滥用“极限词”，不但违规还会被坑

“吹牛”广告，成了电商“牛皮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