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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正版卖仿版
千万粉丝网红被诉侵权

杭州的徐某是一名有着1300多万粉丝、点赞量3个多亿的带货网红
主播，其经营的公司曾向叶某的工作室订购了529件白色磨毛T恤及4
件样衣在其直播间销售，每件售价69元，但双方很快因进货价格问题中
止了合作。

叶某随后发现，合作带货期间他们共收到买家退货65件，检查发
现有40件无论是做工还是面料都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而且袖口商标
也是仿制的。

叶某发现，主播徐某在未取得自己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在其经营
的电商店铺中售卖使用了带有她的注册商标的T恤，并在直播间大量
推广，销量达6660件，构成商标侵权。于是起诉至杭州互联网法院，
要求主播徐某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赔偿其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157862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提供的正品白色T恤与被告涉案店铺
直播销售时展示的T恤一致，而与经公证的、被告涉案店铺消费
者收到的T恤在袖口标识缝制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明显是两个
不同版本。

法院认为，原告于当年10月22日、23日向被告发货，在极短时
间内，提供两个服装版本的可能性较低，亦不符合常理。被告亦未提
交证据证明其向第三方厂商订购的T恤未使用被诉侵权标识。最后
认定被告侵犯了原告涉案商标的专用权。

考虑到被告是一名有着1300多万粉丝的网红主播，在电商平台
个人关注度较高，其网店销售被诉侵权产品中使用涉案商标，法院
认定她主观恶意明显，再结合其“交易成功”订单金额，最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等有关法律条款，判决主播徐某立即停止侵
权，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支出8.5万元。

■法官说法

侵权情节严重或将涉及刑罚

杭州互联网法院法官卢忆纯介绍：“大的主播有比较大的影响
力，可能会穿正版，但是售仿版。她可能会进一批正品的货，比如
先卖一批正品，销量上去了，口碑也比较好，后面他们可能就会卖
仿制的货，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现象。”

法官介绍，像这个案例中主播穿正版、卖仿版的情况并不鲜
见，他侵犯的是对方的商标权，商标持有方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赔偿
诉讼，但如果侵权情节严重就有可能涉及刑事犯罪。

知假卖假
定制品牌项链直播热卖

汪某是一名拥有300多万粉丝的网红女主播，在她的直播间
里平日主要带货服装类产品。一次她在直播间售卖服装时，搭
配了自己购买的价值11万多元的某国际知名品牌项链，直播中
有粉丝提出她佩戴的项链很好看，问怎么买。

由于直播间里问这款项链的人挺多，这引起了直播间里一
个女粉丝徐某的注意，她私下联系主播汪某，表示可以提供渠道
制作这款项链的高仿品。在汪某同意后，徐某就辗转联系了齐
某、龙某，最终由龙某联系珠宝加工人员根据主播汪某提供的正
品项链对其进行了1:1仿制。其间就仿品的式样等问题，汪某
还提出了具体的改进意见。

2023年1月，采购价1.45万元，售价1.65万元的高仿项链
在汪某的直播间里开始售卖。短短一个多月，汪某和其丈夫通
过向徐某、齐某订购的方式，售出假冒某知名品牌项链41条，
销售金额67.65万元，主播汪某夫妇非法获利8万元。

有一个粉丝买了这个高仿项链，偶然间发现另外一个
同事也在直播间买了该款项链，她心生怨念，就向公安机
关报案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汪某等五人，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的
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假冒注册商
标罪，对主播汪某及其丈夫管某均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
年九个月，并对两人均处以8万元罚金；其他3名被告人也被
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缓刑三年三个月到三年六个月不等，并
被处以3万至6万元不等的罚金。

项链品牌方也提起了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请求，经法
院调解，最终主播汪某夫妇还需赔偿被侵权项链品牌公司经
济损失以及合理维权费用32万元。

■法官说法

直播间里售卖高仿涉嫌哪些罪名
主播在直播间里卖假货，什么情况下构成刑事犯罪？需要

承担刑事责任？构不成刑事犯罪的，又可能会面临哪些处罚呢？
法官介绍，电商平台上主播在直播间里卖高仿货的情况并

不少见，这种情况可能会涉嫌两个罪名，一个是假冒注册商标
罪，另一个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法官提示，违法所得
数额达到5万元，就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法官介绍，在直播间内知假卖假、侵犯他人商标权益的行为，一
旦被举报查实，首先可能面临的就是市场监管部门的高额行政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六十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没收、销
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
具，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5年内实施2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应当从重处罚。

权利人诉至法院后，如果情节严重，依照我国商标法第六十三
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惩罚性赔偿的相关司法解释，主播和商家
还可能面临商标权利人实际损失一倍以上5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
赔偿数额还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直播间“捡漏”
24件天然翡翠全是假货

2023年9月，杭州的沈女士刷手机时，在某电商平台刷到了一
个“源头翡翠捡漏”的直播间，卖家号称自家有工厂，全是危地马拉天
然翡翠，并且有证书。由于危地马拉翡翠并不贵，沈女士就在直播间
先后花14389元买了24件翡翠饰品。收到货后，沈女士觉得成色不
好，就请该电商平台官方公益鉴定师进行鉴定，检测的结果是染色的
石英岩玉或者是处理的翡翠。

沈女士于是又将部分商品送去有资质的鉴定中心鉴定，鉴定结
果均为染色注胶的石英岩玉或者翡翠处理品。再进一步核查，发现
商家提供的所谓珠宝鉴定证书也全是假的，是合成的图片。

沈女士要求商家退款退货，但被商家拒绝。投诉到电商平台后，
平台判定商家在30天内退款退货，但商家一直拖延，最后在退还7件
商品2929元后，剩余17件商品的货款11460元一直不退。

沈女士诉至杭州互联网法院，要求判令被告电商经营者也就是主
播闫某退还货款11460元，并同时按照货款的三倍进行赔偿。

法院审理后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欺诈。最后法院依法支持原告
退一赔三的诉讼请求，判决被告主播闫某向原告沈女士退还货款
11460元，并赔偿34380元。

■法官说法

带货“翻车”，主播该负什么法律责任？

法官介绍，电商主播分几种类型，一种是“履职型”主播，也就是说
主播本人就是电商经营者，或者是电商的员工，这种情况主播带货一旦
涉假翻车，承担责任的是电商经营者。

第二种是“代言型”主播。法官介绍，这种情况下如
果主播带假货“翻车”，他可能要依照我国广告法的
相关规定来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互联网法院副院长官家辉介绍：
“根据广告法的规定，代言主播可能要
承担一个法律责任。民事赔偿责
任，是一个连带责任，但同时消费
者也可以找经营者、销售者来
承担一个销售责任。如果是
危害别人生命健康安全的，
是故意进行夸大，也可能会
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

法官提示，作为拥有
几百万、数千万粉丝的网
红主播，在代言、代销商品
时，一定要尽到审慎的注
意义务，相关团队在选货
时要严把质量关，不能为
了代言费和销售分成在直
播间里进行夸大宣传。

法官提示，作为撮合交易方的电商平台，对于
直播卖货的商家也要尽到审核义务，承担起该尽的

监管职责。
根据国家规定，经营者必须有一定的经营资质，或

者是要达到一定的资质标准，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执
照。平台要在经营者前期入驻的时候，做到严格把关和
审核，当经营者所售商品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最终产
生问题时，平台因把关不严可能会承担连带责任。

网红经济作为一种新业态，是网红依托自己庞大的
粉丝群体进行定向营销，从而将粉丝转化为购买力。但
喜欢某个网红和购买他推荐的商品毕竟是两个概念，法
官提醒消费者消费要理性，不能在网红“家人们”的口号
中迷失自己。 据央视新闻

延伸

电商平台要尽到
审核义务监管职责

近期网红主播带货“翻车”“塌房”事件接连不断，引发人们广泛关注。人们不禁
要问：网红主播涉假为何频频发生？商品出现问题，网红主播应当承担怎样的责
任？对消费者的权益该如何保障？

面对直播带货行业暴露出来的涉假问题，又该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进行治理？先
来看近期浙江杭州法院判决的几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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