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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观看数十场直
播发现，有不少大学生在直播
间助农销货、分享学习经验、
表演传统文化等。比如出生
于江西赣州、正在武汉读大三
的周晓东因为自家生产脐橙，
便和同学一起返乡直播卖橙
子，为家乡农产品代言，创下

“一天销完3000斤橙子”的业
绩。还有一些大学生在直播
间晒录取通知书、学生证等，
为母校招生贡献力量。

不过也有一些大学生因
不注意直播时间、地点、内容
而备受吐槽。

记者在社交平台看到，有

多名网友分享自己的直播经
历，有些是直播自己在课堂上
的学习，有些是偷录老师讲课，
有人直播自己上课睡觉，还有
人晚上在寝室直播。评论区留
言对这些行为褒贬不一，有网
友抱怨：“室友每天晚上直播，
吵死了，我也和她说过希望声
音小一点，人家每次都不耐烦
地答应一下，然后继续播”“我
觉得在寝室直播就是不合适
啊，但是想不到什么严肃有效
的理由让她不直播”……

今年9月，来自广西柳州
某大学的黄老师注意到，她上
课时有学生在直播授课，发现

时已经直播了快20分钟。黄
老师查看直播动态后发现只
有20多人观看，也没有拍到自
己，于是就口头警告了该同
学，要求其以后不要在课堂上
直播。“之前没遇到这种事情，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只要以后
她别在上课时直播就行。”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调查
发现，一些直播间在标题区打
着“大学生直播”，但主播并不
一定是学生。这些直播间的
内容覆盖面很广泛，有“跳舞”
的，有“整活”的，还有“卖货”
的。有网友说，这些内容只要
一刷到，就会被推荐个不停。

“假”学生、擦边球、套路深……

大学生直播，别上头
前不久，河南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位大三学生在实习期间通

宵直播近9小时猝死一事，引发社会热议。此事也将学生直播现象拽
入舆论旋涡。

公开资料显示，从10月15日至11月10日，短短25天李昊进行了
89场直播。11月5日前，其直播时间大多集中在上午10点至晚上7
点；11月5日后，直播开始“跨夜”，大多数从晚上9点左右开始，直至次
日早上6点左右结束。

为什么李昊如此拼命直播？根据相关报道公开的其与公司签署
的《主播及公会合作协议》，主播每月保底收入3000元，但要求开播有
效时长达到每月240小时、开播有效天数达到每月26天、主播上传短
视频每月15条。这意味着，想要赚取底薪，每天至少要直播8小时。

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在各直播平台，打着“学生”名号进行直播的
人不在少数，其中不乏一些社会人士将自己包装成学生做直播赚钱；
直播内容良莠不齐，有的分享学习经验、表演传统文化，有的则打擦边
直播低俗内容；还有些学生想抓住风口跃跃欲试，却在实践过程中遭
遇骗局。

一位从事直播运营
工作的人士透露，部分直
播账号明面上是个人运
作，实则背后都有公司。
公司赚钱主要有两种方
式，“女大学生”“大学生”
只是个标签，都是用来包
装主播增加人气的，有人
气才能有更多礼物和收
益。“一些擦边内容容易
获得礼物，但也容易被封
号，不过封号了再换一个
就行。现实中，有不少非
大学生打着大学生的旗
号去直播赚钱；还有公司
利用大学生涉世未深、容
易相信别人的心理和直
播合同漏洞，用低廉的价
格让大学生替公司打工，

一旦大学生不想干了，往
往面临高昂的违约金。”

在长期关注直播领
域的北京瀛和（广州）律
师事务所律师王晓怡看
来，如果不是大学生，却
用大学生名义进行直播，
可能涉及虚假宣传和欺
诈的问题。

“主播在没有认证真
正身份的情况下声称自
己是大学生，可能会误导
观众并获取不正当的利
益，涉及违反广告法、消
保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直播平台也应当加
强对主播的身份审核和
管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王晓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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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注意到，招聘主播岗
位的公司不在少数，“有保底
薪资+礼物提成，在播新人主
播每周收入几百元至几千元
不等，稳定直播后更多不封
顶”“最快的结算周期，最好的
推荐资源，最专业最正规的培
训，不用担心没有粉丝，我们
公司会提供流量及推荐，直播
中的问题都会及时回复”……
这样诱人的岗位条件吸引了
不少学生加入，殊不知一不小
心便掉进坑里。

“千万别进公会，好公会
少之又少，大多数都是用好条
件引诱你签协议，开播之后就
是放养，还吸你的血，找各种

理由不发保底工资。”
提起自己做主播的经历，

安徽省合肥市大二学生王蓓
（化名）十分后悔。她告诉记
者，当时自己想找兼职，正好
在招聘平台刷到了某传媒公
司的招聘岗位。对方宣称全
程免费、专业培训、不收取任
何费用，具有丰富的平台资
源，这样的条件一下就把她吸
引住了。

“运营知道我是大学生
后，就让我立人设、博眼球，告
诉我单‘大学生’这个标签就
能轻轻松松月入过万元。当
时说让我加入他们的公会，每
月底薪5000元，礼物收益经平

台抽成后，我占八成他们二
成，一个月播100小时，时间让
我自己安排，如果播不完提前
说就没问题。”王蓓说，本以为
能够赚到学费，没想到一个月
白忙活了。

“公司没有给我提供说好
的任何帮助，我只能拿我自己
只有几百粉丝的账号一点点
开始，结果他们说我收的礼物
不到5000元不能发底薪。我
中间本想请假，结果他们说播
不到时间同样不会发底薪。
很多事情都和最开始约定的
不一样。”王蓓说，看清他们的
真面目后，她申请退会，最后
一分钱工资也没拿到。

12月6日晚上8点多，记
者打开某社交平台发现，一个
标题为“大学生赚点生活费”
的直播间内，一名女生在和观
众聊天，背景似学校寝室，其
主页写着“在校大学生”。

记者观看一会儿发现，评
论弹幕多出言不逊带有调戏
成分，但主播对此并未在意，
反而积极搭话。比如有评论
说“学生穿那么少可以吗”，主
播则说“不可以吗，我还有更

露的没穿。”之后便是各种要
观众刷礼物。

在同样以寝室为背景的另
一个直播间，弹幕一直在怂恿主
播“换个别的衣服”。主播对此
回应称，“室友还在，我主页有很
多露腿视频，你们可以看”。

记者还看到多名以“大学
生”为头衔的女主播，主页和
直播间明示送指定礼物就可
以加微信，之后可以私聊，到
时候“你想做什么都行”。

12月1日，有短视频直播
平台发布严厉打击色情低俗
擦边内容的处置公示，针对低
俗PK惩罚、以低俗内容诱导
消费或表演低俗团播等违规
内容持续巡查，自今年7月以
来，平台通过识别拦截和事后
排查，共处罚涉及色情低俗行
为的账号超过200万个，对存
在严重违规的33万个账号回
收了直播权限，其中无限期回
收直播使用权限接近11万个。

“关于大学生与直播
公司签约，是否构成雇佣
关系或实习关系，通常取
决于他们签订的具体合
同类型以及合同中约定
的权利和义务。在法律
上，雇佣关系和实习关系
的认定标准是不同的，一
般需要考虑以下几个因
素，比如对工作时间、地
点和方式的控制；雇佣关
系中的薪酬通常是固定
或基于小时计算的，而合
作分成关系则往往以收
入比例为基础；如果是雇
佣关系，雇主通常要承担
工作过程中产生的风险；
而在合作关系中，风险可
能更多地由双方共同承

担。”王晓怡说。
王晓怡认为，接连发

生的大学生直播纠纷事
件，也暴露出大学生主播
权益保障存在多项短板，
比如法律意识淡薄，很多
大学生主播可能对相关
法律法规并不了解，在签
订合同时忽视自己的权
益保障；劳动强度及心理
压力大，长时间连续直播
可能导致身心疲惫，甚至
危及健康，但一些大学生
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可
能会忽视这些风险；此
外，主播可能面临网络上
的负面评论和人身攻击，
同时也存在个人隐私被
泄露的风险。（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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