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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促销活动投放要求

• 暂不支持投放的活动类型有：返现金（分销）活动，众筹、预付订金等预售类活动

• 微信广告电商促销活动投放须明示活动时间、活动商品数量、活动商品价格、活动

面向对象、活动参与路径等详细活动规则，确保活动真实有效，不得表示“本活动

最终解释权归活动方所有”



若为“限时”活动，须在广告外层素材或落地页首屏标明具体活动时间

活动要素要求 活动时间

问题类型 常见驳回情况 修改指引

活动时间描述不清晰 双十一期间、大促期 备注具体活动时间：双十一期间/大促期为X月X日-X月X日

仅限今日 须修改为：仅限X月X日

虚假倒计时 最后X天、最后X小时 修改为：活动截止时间为X月X日X时

虚假倒计时组件 删除并标明具体活动时间或使用真实倒计时组件

活动时间有误 活动时间已结束，广告
仍在投放

活动结束时间应晚于或等于广告投放结束时间



经典案例讲解

活动要素要求 活动时间

× 驳回案例 √ 通过案例



若为“限量”活动，须在广告外层素材或落地页首屏标明具体活动商品数量

• 如无法标明，须删除广告素材“限量”相关表述

• 若广告素材多处涉及商品数量标注（如外层和落地页同时涉及），商品数量须保持一致

注意：活动商品数量不宜“过少”，避免因成功购买率太低而导致的用户投诉

活动要素要求 活动商品数量



广告主须对所有商品价格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

• 活动商品价格不得“远低于”市场价，避免引起虚假欺诈类投诉

如：9.9元购iPhone 11、0.5折、1元购等

• 若为多商品专场，全场类活动价格描述须添加范围修饰词，避免误导

如：全场X元起、全场低至X折等

• 活动商品价格不得与其他销售渠道/商家/商品价格进行对比、比较

若是与自身前期售卖价格进行对比，仅支持在落地页出现，且不得出现“原价” 描述,可使用“指导价”“吊牌价”

活动要素要求 活动商品价格

√ 通过案例 允许使用“划线价”



活动要素要求 活动参与对象

若促销活动是针对特定用户的（如新用户），须在广告外层素材标明“新用户专享”

√ 通过案例



活动要素要求 有奖销售

有奖销售活动须明确说明赠品/奖品的品种、规格、数量

• 附赠式有奖销售（买即赠）：赠品价值不得高于商品售卖价格，且不得描述为

“免费领取” “免费送” 等误导消费者

• 抽奖式有奖销售活动：活动奖品最高奖价值不得超过5万元

其中，若以特定物品的使用权为奖品的，奖品价值以该特定物品自身的销售价格为

评估标准，而不是该物品相关使用权的价值

如：以汽车1个月的使用权作为奖品的，须以汽车本身的销售价格为准，不能参考

租车1个月的价格



活动要素要求 活动参与路径

不能直接通过广告购买商品或领取优惠的电商促销活动，必须在外层素材或落地页首屏清晰写明活动参与路径

√ 通过案例



活动要素要求 活动参与路径

活动参与的引导文案须与实际跳转页面相符，不

得涉及虚假误导点击描述：

外层素材：电商促销广告外层素材若涉及活动引

导文案，须与实际跳转页面相符，不得误导点击

如：App内的抢购活动，广告外层素材不得使用

“立即抢购”描述，避免误导用户以为点击后可

直达抢购商品页，须修改为“立即下载App抢购”

× 驳回案例



活动要素要求 活动参与路径

落地页：

• 落地页中若需通过按钮引导用户点击进行下一步操

作（包括但不限于引导下载应用、领取优惠等），

则按钮的引导文案须与实际的操作行为相符合（如：

按钮文案为领取优惠，点击后跳转链接须可直接领

取优惠券，不得为App下载）

• 若按钮引导文案与实际操作不一致，则须在按钮下

方（若使用多个下载按钮，则在首个按钮下方）备

注活动参与路径（描述文字颜色不得与背景颜色过

于相似，须清晰易识别）

√ 通过案例



活动要素要求 活动参与路径

活动参与路径不支持涉及诱导关注、诱导分享等微信

平台禁止的行为：

诱导关注：不支持以奖励或其他方式强制或诱导用户

关注公众号后参与活动的行为

如：关注即送价值100元大礼包、关注后领取优惠券、

关注即可参与抽奖

诱导行为

× 驳回案例



活动要素要求 活动参与路径

活动参与路径不支持涉及诱导关注、诱导分享等微信

平台禁止的行为：

诱导分享：不支持以奖励或其他方式强制或诱导用户

分享至朋友圈/好友参与活动的行为

如：分享后才能继续下一步操作（分享后方可预定）

分享后对用户有奖励（分享可增加一次抽奖机会、邀

请好友拆礼盒、分享领取更多优惠等）

诱导行为

× 驳回案例



红包创意要求

为避免误导用户，红包样式不得作为广告外层素材独立出现，但可作为广告创意元素出现，要求如下：

• 广告素材须明确说明红包内容（现金/优惠券/代金券），不得虚假或与实际不一致

• 红包作为广告推广元素，不得模仿微信/QQ红包的外观及系统通知样式

• 红包样式不得使用虚假按钮图标添加 “开”、“拆”、“领”等字样诱导点击



知识产权保护要求
商标/版权



知识产权保护要求 商标

• 针对“双十二”活动，阿里巴巴集团已注册了多个商标。为避免侵权，广告创意素

材请勿使用与阿里巴巴等权利人已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文字、图形。

• 阿里巴巴等企业已注册商标，包括但不限于：“双十二”“双12”

× 驳回案例

驳回说明：广告创意素材不得将“双12”“双十二”等注

册商标作为活动名称、活动主题突出使用

如：“双12大促”“双十二，特惠来袭”“XX（电商平台

名称）双十二专享”等

• 提供阿里巴巴注册商标一级授权、商标许可或者其他可以证明合

法使用的文件

• 如无法提供授权，可将“双12”“双十二”等涉及商标侵权类

描述修改为“12.12”“12月12日”“双十二期间”“在双十二”

等明确表述为客观时间或期间的描述（注意不得使用“1212”

等语句不通顺的表述）

建议修改为:



知识产权保护要求 版权

• 广告图片、特殊字体设计时，不得使用或模仿、抄袭阿里巴巴、京东等已用的双十

一、双十二活动LOGO、图片或其他权利人的设计等，包括但不限于如下样式：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