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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电商营销服务规范》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

（国发〔2015〕13 号）、《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国标委联〔2019〕1号）等有

关文件的精神和广东省市场协会发布的《关于下达 2021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项

目计划的通知》，进行起草制定的。

本标准由广东省市场协会提出并归口，由广东辛选控股有限公司、广东

省市场协会、广州市标准化研究院、广州大源网红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广州

阿道夫个人护理用品有限公司、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华美食

品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

二、目的和意义

随着移动网络的发展和智能设备的普及，直播营销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

化营销方式，对促进消费扩容提质、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而

在2020年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更是促进了实体营销转至到直播营销的过程。

对商家来讲，直播营销极大的缩短了“营销链路”，从推荐、产品介绍到下单

购买，仅仅需要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打破了传统营销漫长的营销路线、营

销成本，大大带动了产品销量。通过直播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直接地看到商

品的方方面面，让商品显得更加的真实，进而降低信任成本。然而，直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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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的快速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夸大宣传、假冒伪劣产品、控评、消费

者缺乏相应的投诉渠道等，这些都极大的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为了使直播营销进行的更加规范化、科学化、系统化，确保直播营销进

行的井然有序，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法律法规以

及相关的政策文件制定本规范，以规范直播电商营销过程。这对于促进企业

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增强企业素质，提高企业竞争力，在当下激烈的竞

争中寻求新的增长机会，以及保障消费者的权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确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依据

（一）编制原则

（1）合法性。与有关法律法规一致,并与现行有效标准相协调。

（2）规范性。编写格式符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

（3）先进性。本标准从直播电商营销服务的基本要求、相关方能力要求、

直播策划、直播过程服务、直播后期服务等进行充分总结，标准中的相关内

容都具有原创性，填补国内空白。内容齐全，标准语言表达力求准确、精炼，

条理清晰。

（4）合理性。标准经过充分讨论和调研，提出的具体执行指标，可操作

性强。

（二）确定标准关键技术指标

基本要求；相关方能力要求；直播策划，包括：服务设施、直播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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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选品、直播宣传、人员配备、风险控制；直播过程服务，包括：直播营

销人员服务、直播运营人员服务；直播后期，包括：销售咨询服务、直播后

的交付、直播后的服务。

四、标准编制的主要过程

（1）2021 年 3 月至 2021 年 4 月，起草小组通过需求调研等途径明确了

规范的主要目标、内容结构，并形成标准草稿。

（2）2021 年 4 月中至 2021 年 5 月，起草小组就标准的结构、内容进行

多次沟通确认，并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得到标准初稿。

（3）2013 年 5 月至 2013 年 6 月，起草小组在规范编制提出方进行了内

部意见征求，并组织召开了内部研讨会，就标准的结构、内容、关键技术指

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起草小组根据建议，共同修改完成标准的征求意

见稿。

（4）2021 年 6 月至 2021 年 7 月，起草小组将征求意见稿发向重要参与

方和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起草小组根据反馈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和完善。

五、标准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

六、是否与法律法规强标相协调

本标准能与法律法规强标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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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在本标准通过审定后，尽快作为团体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建议

（一）组织宣贯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计划组织开展标准实施宣贯和培训活动，确保标准

能顺利实施。

（二）沟通宣传

加强与媒体沟通，做好舆论宣传，由点及面，将标准的推行使用情况及

时快捷地进行报道宣传。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不存在可废除的对应标准。

十、本标准编制说明的附件

无。

《直播电商营销服务规范》编制组

202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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