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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炽升律师事务所律
师路金表示，《民法典》1019条
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
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
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
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
像。“‘被直播’行为损害了路
人的肖像权，入镜者可以找到
主播要求其删除影像或停止
直播。”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律
师赵良善分析表示，在公共
空间架直播机器，仍可能侵
权。虽然是公共场所，但权
利人有权决定自身的肖像情
况被他人知悉或不知悉。比
如，监控就类似于直播设备，
如欲获取监控信息尚且需要
合法程序，由此可见，公共领
域的信息也是不公开、不对
外的，所以公共空间直播未
经他人同意录入他人肖像同
样违法。

国浩律师（合肥）事务所
桑永标律师则认为，根据民法
典“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
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
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中对隐私的定义，可知立法对
隐私权的保护更关注权利人
本人是否愿意公开的主观态
度。而人们愿意在某个相对

公开的
场所进
行 的 特 定 活
动，并不代表
其愿意在网络
平台上被公开
发布。比如，某女性游泳爱好
者愿意在游泳馆这个特定的
公开场所着泳衣畅游，但这
并不代表她愿意自己着泳衣
的造型在网络上被录成视频
播放。游泳馆虽然是面对社
会开放的，具有一定的公开
性，但并不具有完全的公共
性，与网络平台不可同日而
语，商家违背消费者的意愿
对他们不愿意公开的秘密活
动进行直播，应该说也侵犯了
隐私权。

桑永标律师指出，商家
进行直播带货，应注意边界
意识，树牢法治观念，不能侵
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直播
带货活动中需要消费者入镜
的，要让消费者知晓并取得
消费者的同意，否则，应进
行模糊化处理，避免侵权。
网络平台也要加强管理，对
违法行为及时进行纠正，同
时还要畅通维权渠道，使消
费者的维权能得到及时的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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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随着线上线下消费场景加速融合，一些商家
借助短视频平台招揽生意，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便对
真实消费场景进行直播、拍摄，把顾客作为营销引流的
工具。下馆子吃饭，却不知不觉成了“吃播”；去理个发，
结果变成造型师“云炫技”的模特；在公园或景区散步，
也有可能在别人的直播间里“跑了趟龙套”……如今我
们身边，这些“被直播”的情况时有发生。

北京朝阳区一家老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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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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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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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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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对着消费者拍呢。”

在北京大兴区一个
儿童乐园入口，从一大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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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早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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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违规将被封禁等处罚。

今年 7月，有网友发
帖吐槽称，在深圳地铁岗

厦北站看到多名主播架着机器
在地铁站内外直播，直播内容
则是上班族的早高峰画面，而
且都没有打码处理。随后，相
关话题在网上发酵，有网友表
示：“被网红‘当景点’直播，还
被直播间网友指指点点，很不
爽。”从发布者提供的照片可以
看到，主播在地铁站内直播上
下地铁的乘客，部分乘客低着

头，也有部分乘客被拍到了正
脸。

发帖者表示，每天在岗厦
北站坐地铁上班都能看到有
主播在直播，感觉侵犯了他人
的权益，利用不知情的乘客上
下地铁拥挤的画面来博取流
量，“不劳而获的行为，太恶劣
了”。也有目击者称，现场的
主播直播时不给乘客的面部
打码处理，“刷到过几次直播
间，都没有打码”。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教授马亮认为，很多商家
这样做是为了达到身临其境
的宣传效果，但是未经允许不
仅会影响消费体验，也会让其
他潜在消费者望而却步。

“如果消费者可以行动起
来，发现商家违规直播时予以
劝阻，并通过相关渠道进行反
馈，就可以有力地制止商家的
不法行为。”马亮说，“当然，怎
样让这些反馈渠道更加畅通，
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多个网络直播平台的用户
规则中都包含“不得侵害他人肖
像权、隐私权”等相关表述和要
求，但是“商家直播顾客的消费
行为是否被允许”，目前并没有
明确规定。针对这一问题，某
网络直播平台的客服回复称，

“您如果不愿意出现在直播画
面中，可以直接和对方沟通，也
可以选择举报对方直播间，平
台会为您处理。”

马亮建议，网络平台要畅
通维权渠道，当消费者发现个

人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通过
投诉渠道反馈举报，使违规短
视频或直播及时下架整改。
同时也要加强监管，使商家遵
守行业公约和平台规则，引导
商家通过技术手段（比如马赛
克等），解决顾客信息保护和
宣传推广的矛盾，共同维护健
康良性的商业直播生态。

他说：“目前对相关商家
和平台的处罚力度不够，未来
应出台联合监管政策，加大处
罚力度，才能以儆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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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交平台上，已经有很多
消费者对“被直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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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直播镜头对着
我。”“不对着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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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一举一动都被展
示出去，这不算侵犯隐私吗？”

网友们的质疑，已经在现实
中产生纠纷。今年3月底，在西
安，两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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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看
到，于是找到店家投诉，认为店家
侵犯了两位老人的隐私。反复协
商后，店家删除了视频。

据了解，直播间侵权的纠纷
案例全国也发生过几起。今年

“3·15”期间，江苏省发布的一起
消费维权典型案例中，原告叶某
在某造型工作室理发过程中，被
造型师孙某拍摄了二人沟通发型
和理发过程，视频被发布到个人
社交账号上进行宣传。叶某以
孙某行为侵犯其肖像权、隐私
权、名誉权为由诉至法院。法院
认为，孙某的行为构成对叶某肖
像权的侵害，判决孙某致歉，并

赔偿叶某精神损害抚慰
金 1000 元 等
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