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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 4日 

 

合规无小事 —— “天价”广告行政处罚带来的启示

近日，一起关于“史上最大虚假广告罚单”的新

闻引爆互联网和广告业：据官方媒体报道，涉案企业

因产品外包装存在虚假广告情形，被某地行政机关处

以 3000 余万元的罚款1。这篇新闻吸引了媒体、企业

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广泛关注，有人惊呼广告违法也能

被处以如此大金额的处罚？ 

对于熟悉广告合规业务的业内人士而言，这一处

罚虽然存在诸多值得探讨的法律问题，但对巨额处罚

金额本身并不感到意外。事实上，早在 2018 年就已

经发生了另一起处罚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广告处罚

案例2。 

那么，一个看上去小小的广告问题，为何会引发

如此巨大金额的处罚？本案隐含的广告合规核心问

题又有哪些？这需要从《广告法》的规定和实践说起。 

一、对虚假广告的处罚标准 

1、 《广告法》第 55 条的规定 

以虚假广告为例，《广告法》第 55 条规定了明确

的处罚标准： 

(1)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责令广

告主在相应范围内消除影响，处广告费用三倍

                                                        
1 参见《中国市场监管报》2019 年 6 月 21 日的报道《“快乐助非遗，红

包抢不停”的背后是什么?》 

2 参见京工商海处字〔2018〕第 2170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

明显偏低的，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

罚款; 

(2) 两年内有三次以上违法行为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处广告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

罚款，广告费用无法计算或者明显偏低的，

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

吊销营业执照，并由广告审查机关撤销广告

审查批准文件、一年内不受理其广告审查申

请。 

由此可见，若存在严重情节，在广告费用无法计

算或者明显偏低的情形下，罚款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 200 万元。而在存在确定的广告费用且不明显偏低

的情形下，罚款金额将可达到广告费用的十倍。 

亦即，当广告费用较高的情形下，一旦相关广告

被认定为虚假广告，罚款金额可能会“水涨船高”，

出现“天价”罚款也并不为奇。 

2、 广告费用的构成 

那么，广告费用如何计算呢？实践中，对广告主

而言，广告费用一般会按其承担的广告设计、制作、

代理、发布等费用的总和进行计算。这一标准早在

1995 年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现已合并为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下同）发布的《关于在查处广告

违法案件中如何确认广告费金额的通知》（现已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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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即已明确，并在执法实践中被广泛采用。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实践中，广告主也可能会和

广告经营者及广告发布者签订“一揽子”广告服务框

架合同，并约定一笔总价款。这种情况下，一旦启动

违法广告调查，若无法明确单笔广告费的计算方式，

则有可能导致认定、处罚金额的扩大。 

二、广告的形式多种多样 

1、 广告不仅限于大众媒体广告 

有的企业可能存在一个理解误区，认为只有在传

统大众媒体（例如，电视、报纸、广播等）渠道上发

布的才构成广告。但事实上，广告的形式多种多样，

并不局限于前述传统媒体发布的内容。 

一方面，通过网站、社交平台、互联网应用程序

等互联网新兴媒介发布的宣传内容均可能属于广告，

受到《广告法》、《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等专门

法规的监管；另一方面，企业发布的宣传物料、礼品、

活动手册、内部刊物、软文等，凡涉及推销品牌、商

品、服务甚至企业本身宣传介绍的内容，也可能受到

《广告法》的规制及行政部门的监管。 

针对产品包装而言，除了应当规范产品标签等内

容外，在 1996 年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关

于在产品包装物上宣传、介绍产品是否属于广告问题

的答复》（现已失效）中明确在包装物上直接或者间

接宣传、介绍产品，属于广告的一种形式。2016 年，

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商品包装含有

违法广告内容销售者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问题的

答复意见》再次印证了商品的外包装内容亦可能构成

商业广告，并需接受行政部门的依法监管。 

由此可见，在企业日常经营中，除了传统媒体上

发布的广告之外，产品外包装、互联网媒体广告等各

种形式的广告合规问题均不容忽视。 

2、 自媒体广告的发展 

另外，一些企业可能还存在一个误解，即只有付

费的内容才构成广告。实际上，随着《广告法》在

2015 年 9 月的修改，广告的构成要件中已经取消了

“支付费用”这一要求。 

亦即，随着自媒体的发展，即便是企业自行发布

的、不支付任何设计、制作、代理和发布费用的内容

也可能构成广告，需要受到《广告法》等法律法规的

规制。实践中，已经出现诸多针对企业微信公众号、

朋友圈广告的处罚案例。 

三、严格的监管措施和公示制度 

1、 针对广告违法行为的 24 小时监管平台 

针对广告形式与数量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了加强

监管，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自 2015 年起在全国

范围内实现了对 4000 多家传统媒体广告的抽查与监

管。2017 年 9 月 1 日，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又

启用了全国互联网广告监测中心，实现了对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004 家主要网站的日常监

测3，并逐渐完成对重要网站、搜索引擎、电商平台、

手机 APP 和微信公众号所载广告的全方位监管。 

根据浙江省工商局（现已更名为浙江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的统计，截至 2018 年 2 月全国互联网广告

监测中心即已采集发布广告信息 10.6 亿条次，发现

违法广告 23 万条次4，展现出强大的监测能力，对企

业广告合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强制性公示制度 

根据《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工商行政管

                                                        
3 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方网站于 2018 年 1 月 16 日

发布的《聚焦新<广告法>贯彻实施工作 切实加强广告行业法治建

设》。 
4 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于 2018 年 2

月 9 日发布的《全国互联网广告监测中心震慑作用显现 违法率从监

测前的 7.1%降至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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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行政处罚信息公示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广告行政处罚应当通过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

法向社会公示。 

2018 年 2 月，《工商总局关于开展互联网广告专

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将推进互联网广告违

法行为行政处罚信息 100%公示。 

因此，企业需要特别关注广告违法的行政处罚公

示可能带来的商誉损失。 

四、关于执法管辖问题的思考 

1、 2004 年 10 月，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发布了

《关于加强广告执法办案协调工作的指导意见

（试行）》（下称“指导意见”），其中规定工商

行政管理机关对在本辖区发现的在包装物上含

有违法广告内容的案件，在立案前应当报省级工

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该省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应当将包装物上含有违法广告的情况通知广告

主所在地省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广告主进行

处理，并报工商总局备案。 

2、 上述指导意见对于包装物上存在违法广告的执

法管辖作出了协调和规范，我们理解其主要目的

是为了统一执法标准和尺度。当然，事实上对广

告违法行为的执法管辖在不同地区可能仍存在

一些不同的实践，这值得广告主体的关注，我们

对此亦会做进一步观察。 

五、我们的建议 

1、 合规无小事，广告合规亦是如此。随着自媒体广

告的快速发展，广告在形式和内容上正呈现个性

化和多元化的特点。企业应当加强关注广告违法

风险，加强前期合规要求（包括内部合规培训、

广告前期审查等）。 

2、 在面对行政调查时，企业应以审慎的态度做到妥

善沟通和处理。必要时，应及时引入外部律师协

助，从专业角度向调查机关积极争取有利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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