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代表顾祥林建议

出措施激励带货主播走向职业化专业化

职业化转型遭遇三重挑战

随着数字经济迅猛

发展， 网络直播行业呈

现爆发式增长， 直播带

货作为流通和消费领域

的新业态新模式， 为消

费者带来丰富和高质量

的消费体验， 同时也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为很多人提供

了灵活就业的机会。

2024 年，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统

计局发布了 19 个新职

业、 28 个新工种信息，

其中， 网络主播的职业

身份在“国家确定职业

分类” 上首次得以确

立， 这也意味着网络主

播成为了官方认可的国

家新职业。

然而， 在网络主播

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

后， 这一职业在职业

化、 规范化过程中却面

临着一些新的挑战。 党

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

出： “健全网络综合治

理体系， 推动形成良好

网络生态。” 不可否认，

随着网络直播行业的蓬

勃发展， 一系列问题也

随之浮现， 如主播行为

失范、 机构权责不清、

劳动关系认定难等。 针

对这些问题， 国家相关

部门连续出台了一系列

法律法规和规章政策，

及时采取行动。 同时，

短视频和网络直播平台

也在不断加大监管力

度。 正在召开的 2025

全国两会上， 全国人大

代表、 民盟上海市委副

主委、 同济大学特聘教

授顾祥林也关注到了这

个新兴职业发展背后面

临的痛点和难点， 他建

议要从监管、 职业化标

准和法律关系三个层面

厘清各方责任， 构建网

络直播队伍规范化发展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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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互动性强、 转化率高、

准入成本低、 突破经营时间

和空间限制等特点， 不仅促

进了消费， 而且带动了实体

经济转型。 因而网络主播这

一职业的诞生是顺应了社会

经济发展的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

会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创

作者经济： 中国数字新职业

的崛起》 指出， 短视频、 直

播、 电商等行业的创作者已

经成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化职

业， 创作者经济在不断升级

和重组旧职业， 职业化程度

日益加深。 其中， 直播电商

的创作者职业化程度最高，

他们和背后的团队已经成为

零售业的重要力量。 在年龄

分布上， 据中国就业指导中心

发布的《新职业发展报告网络

主播篇》 显示，“80 后”“90 后”

成为网络主播的从业主力军，

分别占比 31%、27%；“00 后”占

比 17%。 另据中国社科院新闻

与传播所数字劳动课题小组走

访情况， 64.2%的直播行业从

业者年龄在 18-29 岁， 该研

究同时发现， 当前网络主播群

体的学历层次较高， 大专 （高

职） 及以上学历的青年占比已

超过 50%。 而年轻化、 多样化

来源的职业身份构成也带来了

难点。

“首先就是网络主播的职

业标准不健全。” 顾祥林指出，

目前网络主播来源覆盖了自媒

体达人、 明星、 主持人、 退役

运动员、 企业高管、 乡村农

民、 全职妈妈、 返乡大学生、

退休老人、 技术工人等各类群

体， 各行业人才在这里挖掘出

各自的发展潜能， 进一步丰富

了社会就业蓄水池的形态， 增

强了全社会应对就业压力的韧

性。 然而， 网络主播素质参差

不齐、 职业培训体系不完善、

职业标准与认证资格体系尚不

健全、 社会认同度不高等突出

问题也日益凸显。

近年来网络主播的数量持

续增多， 这也使得网络主播的

劳动关系呈现多样化的倾向。

顾祥林认为当前网络主播的劳

动关系并不明确。 “一些品牌

是由它的创始人或员工担任主

播， 一些则是与达人主播合

作。 在达人主播中， 影响力较

大的头部达人自主性较强， 较

小的主播则受雇于其所在机

构， 这就面临着内容同质化、

收入不稳定、 缺乏职业保障等

问题。”

此外， 顾祥林表示， 网络

主播的监管、 容错、 纠错机制

的不完善也是不容忽视的挑

战。 由于互联网传播的特点，

网络主播面临来自职业打假

人、 社会舆论等各方面的压

力。 他们的言行举止往往会被

放大， 任何一个小错误都可能

引发巨大的舆论风波 。 以

2024 年个别头部主播出现言

行不当、 虚假宣传等“口碑翻

车” 事件为例， 这之后引发的

连锁反应， 令舆论将主播行为

放大为行业普遍现象， 加深了

社会对于网络主播职业群体的

刻板印象与认知偏见。

建议：构建网络主播职业规范化发展体系，明确法律关系

面对上述存在的问题，

顾祥林提出系统性治理方

案。 “要基于新就业形态的

灵活性、 独特性， 建立与之

相适应的监管尺度、 培训体

系和保障制度。”

他建议要健全网络主播

职业化标准， 实行分类分级

管理。 “要明确网络主播职

业化标准， 对职业化网络主

播作出明确的概念界定， 搭

建网络主播职业化规范体

系， 对不同层级网络主播进

行分类分级管理。” 他建议

各地的网络直播行业协会可

以定期组织当地的头部行业

公司开展网络主播培训班，

对岗前签约主播进行统一的

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道德教

育； 开展优秀直播案例学习，

帮助中小主播掌握直播运营、

创意策划等核心技能 ； 在

“618” “双 11” 等重大促销

活动节点， 相关部门提前组织

头部主播、 平台开展业务培

训、 交流会等， 做好风险提

示。 此外还可以定期开展优质

主播评选激励活动， 通过先进

案例带动网络主播群体成长。

“要加强对中小达人和店家自

播的扶持， 促进主播职业化。”

顾祥林还建议要完善网络

主播的职业发展体系， 明确网

络主播与其签约公司间的法律

关系。 “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

可以探索一套合理的网络主播

行业工作时间计算规则， 充分

考虑网络直播的工作特性和实

际情况， 将不确定因素从计算

标准中排除。”

“还要规范网络主播等新

就业形态劳动基准， 可以由过

去传统的‘二分法’向‘三分法’

过渡，划分为‘劳动关系—不完

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民事关

系’三种情形。 ”基于新就业形

态的灵活性、独特性，他建议建

立与之相适应的基本劳动条件

保障制度， 完善适配新就业形

态的社会保险体系。“通过多种

制度安排， 扩大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的参保范围， 构建基本社

会保险、 补充社会保险等多层

次的社会保险体系。 ”

在监管层面， 他建议要坚

持包容审慎监管， 促进行业充

分发挥正向价值。“不宜进行打

击面过大、 一刀切式的整治行

动。 ” 以抖音电商数据为例，

2024年达人直播带货额占比不

到三成，其中，头部达人直播带

货销售额仅占9%。 这表明部分

知名主播的商品质量、 税务或

个人不当言行等并非业内普遍

存在的问题。 他建议要充分发

挥行业协会作用， 大力强化行

业自律。同时鼓励商家、生产厂

家从专业视角搭建适合自身经

营的直播团队，积极开展自播，

提升团队的专业性、 规范化。

“政府部门也要引导消费者增

强自身风险意识， 在网购过程

中防范各类营销套路， 发现权

益受损及时向平台和监管部门

主张维权， 共同促进电商行业

健康发展。 ”（窦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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