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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去餐厅吃饭，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可以实时看到你点的餐食；和朋友去逛街，你们在试
衣间门口聊天，声音被直播到“全世界”……听上去像是电影中才会出现的场景，实际
上早已发生在我们周围。

近年来，随着自媒体的兴起和直播带货模式的崛起，一种“被直播”的现象也悄然蔓
延开来。原本私密的消费过程，如吃饭、健身、理发等，如今都可能成为商家直播的内容，
消费者在享受服务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地成为商家引流的工具。此外，旅游景区、儿童
乐园这类客流量非常大的场所，也经常对着消费者拍摄直播，尤其容易让未成年人出现
在直播画面中。

那么，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举一动都被直播出去，算不算被侵犯隐私？假如
遇到了这类情况，又该怎样维权？

女子游泳时发现被直播？律师：消费者可这样维权

投诉     吃饭理发皆被拍，消费者成商家引流工具

“又不是明星，普通老百姓怕

啥？”回想起在理发店发生的事，

周女士依旧感到愤怒。

此前，周女士到家附近的理发店

剪发，半个多小时后，她发现一名

店员正在摆弄着直播设备，而镜头

正对着自己。周女士立即要求其停

止直播，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因为

“直播对消费者没有损失，别的消费

者都很开心能在直播间露脸”。

一气之下，头发都没剪完，周

女士就离开了理发店。

长沙的孙女士也遇到过类似的

情况。她和朋友约好在一家火锅

店吃饭，她发现，店员躲在手机

后面，镜头却对着正在用餐的顾

客。有人在评论区发问：“这是餐

馆实景吗？”为了证明，商家特地

伸手在镜头前挥动了几下。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

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 年底，我

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8.16 亿人，

其中电商直播用户规模为 5.97 亿

人。也就是说，除了专业做电商直

播的，还有很多人也在玩直播。在

面大量广的直播中，其中就有一些

把镜头对准了普通人。尤其随着“网

红”城市、景区的发现和发展，在

流量的吸引下，不少人会实地直播，

这导致路人很难分清对方是在直

播、拍风景还是视频聊天。很多情

况下，路人毫无防备地走入网红直

播间，构成了“被直播”的情况。

法院调查     女子游泳被直播，隐私“裸奔”令人焦虑

“被直播”的情况并不罕见。今

日女报 / 凤网随机走访了长沙几家

饭店、健身房和理发店，发现通过

直播和短视频平台推广的情况并不

少，其中有几家店面还拍下人来人

往的画面，当作“口碑好”“人气旺”

等宣传噱头。

记者通过社交平台搜索关键词

“被直播”发现，有超过 5000 条笔

记 / 博文吐槽过自己曾经“被直播”

的经历。其中一位网友表示，自己

在游泳馆游泳时，发现岸边的工作

人员一直举着手机，有时是在泳池

边上，有时是在热身的会员身后。

“我以为他只是爱玩手机”，但

一次游泳结束后，她惊讶地发现，

对方正在直播，“屏幕里就是泳池

的实时场景”。面对网友的质疑，

对方却反问：“我们一直在直播，

你不知道吗？”得到这样的回复，

这名网友发出了自己的疑问：“我

们普通人没有隐私权吗？”

一位长沙网友也表示，自己在

五一广场逛街时，总会遇到一些举

着手机的户外主播拦住路人，对着

脸直播，刚开始，她以为双方是互

动，但直到她刷到了这样的直播

后，她才发现，这些路人往往都

是被迫的，是“被选择过的”长相

较好的女性。更有甚者，这些“主

播”会在直播间里随意编造出不

好的情节，评论也会对屏幕中的女

性评头论足。

法院

现象     商家未经消费者同意，私自发布视频遭追责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了解到，今

年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曾联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2023 年度全省消费维权典型案

例》。其中有一案例就明确，“商家

未经同意公开消费者视频，侵犯肖

像权需要承担责任”。

叶某到一造型工作室理发，在

理发过程中，造型师孙某拍摄了二

人沟通发型和理发过程的视频。服

务结束后，孙某将该视频上传至其

个人社交账号进行宣传。叶某发现

这一视频后，立即与孙某沟通，孙

某先是删除视频，但之后又将叶某

脸部打码并配文“北上广客人得罪

不起”，再次上传视频。两日后，孙

某才将该视频删除。叶某认为孙

某的行为侵犯其肖像权、隐私权、

名誉权，起诉至法院，要求孙某

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等损失。孙某认为叶某同意拍摄

视频，故应当默认可以发布。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叶某

虽然不反对拍摄视频，但并未明

确同意孙某将视频上传至社交平

台公开发布，孙某的行为构成对

叶某肖像权的侵害，遂判决孙某

在社交平台上致歉 10 日，并赔

偿叶某精神损害抚慰金 1000 元

等损失。

说法    

“人们在公开场所内，显然不会从事一些不愿为他人知

晓的活动，因此，在公共空间直播，一般不会涉及个人的

隐私生活。”潘新兴告诉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但直播、录

制视频的行为可能会侵犯消费者、路人的肖像权。“商家直

播是一种营销方式，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潘新兴说，根据《民

法典》第1019 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

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

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

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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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直播的内容和载体会出现他人

的个人肖像，且未经他人同意，一方面，可能给当事人造成

困扰，另一方面侵犯当事人知情权和选择权。

潘新兴说，如果发现经营场所和户外主播因为直播侵

犯了自己的权益，公民应第一时间尽可能完整全面地保存侵

权内容和相关的评论内容。他解释，首先要确定侵权主体

和被侵权主体，明确侵权主体后，可以通过用户主页、注

册账号或网络服务提供商要求公示的经营主体信息、披露

的侵权用户信息等来获知侵权主体的基本信息，这些信息

能够比较明确地确定侵权主体身份，进而向其主张权利。

潘新兴补充道，直播属于音视频侵权，被侵权的主体可以

将直播的完整过程进行取证，整理音频的文字版、列明音

视频中出现侵权行为的时间节点，“但录制时需将查找侵权

内容的路径与开始播放的过程一并录制，以保证保存的音

视频与侵权音视频具有一致性”。

潘新兴提醒，同时，被侵权主体还要确认直播侵权带

来的影响范围、程度等因素，“这是确定侵权行为严重程度

的关键，直接影响到侵权责任的承担和赔偿数额的确定”。

他告诉记者，侵权人账号的粉丝数、关注数、转评赞数等

数据都和侵权影响范围、影响程度息息相关。

至于商家如何避免因直播引流导致的法律纠纷，潘新

兴建议，如果想通过直播展现消费场景，商家可以设立划

定直播区域，放置相应的提示牌，在消费者知情且同意的

情况下进行。商家要想拍摄顾客的消费场景，应先征求对

方同意。如果消费者拒绝，则不能拍摄、直播消费者，正

在拍摄或直播的，则应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采取删除回放

等措施补救。

潘新兴【北京鑫诺（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

资讯 >

全国首部专门针对中小学生防溺水的地方性法规出台
《湖南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7 月 1 日起施行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郭宸 周红泉）溺水是危及中小

学生生命安全的重大隐患。如

何用法治力量筑牢防溺水安全

屏障，守护孩子“生命线”？在

暑期来临之际，7月1日，《湖南

省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正式实施。

这是全国第一部专门针对中小学

生预防溺水问题而出台的地方性

法规。

“这是一部现实性、针对性

和紧迫性都很强的地方性法规，

在非生产安全事故中，中小学生

溺水事故较多，让人痛心。”近

日，湖南省人大教科文卫委负责

人表示，湖南省境内户外水域众

多，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预防

中小学生溺水工作，全省上下抓

得很紧，抓得很严，也抓得很实，

早在 2021 年就出台了《关于落

实暑期防范学生溺水 20 条工作

措施的通知》等多个制度性文件，

建立多方参与的联防联控机制，

效果明显。

他透露，数据显示，2023

年全省学生溺亡人数在 2022 年

较 2017 年下降 90% 的基础上，

又下降 30.3%，“年年下降，大

幅下降”的治理效能，为地方

立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规定》重点对家庭、学校、

社会、政府在预防溺水工作中的

责任进行了明确界定，其中最核

心的是清晰界定家庭和学校的责

任。家长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也是预防孩子溺水的第一责任

人。《规定》要求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履行防溺水监管义务，对

被监护人进行经常性防溺水安

全教育，进行游泳技能和辨别危

险水域、熟习水性教育，提高自

救能力。尤其是对于监护人因外

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

履行监护义务的，应当依法委托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监护。

中小学校的预防职责主要是

对学生进行预防溺水知识教育，

承担学生在校园内和学校组织有

溺水风险的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预

防责任，以及出现学生未按时到

校、学校提早或者延迟放学等

特殊情形时，及时与学生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联系等，以更好地

发挥家校联动作用。

公共空间直播可能侵犯肖像权

大部分网友对“被直播”感到尴尬和烦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