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李亚楠│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 白莹│２０17年 10月 27日·星期五

□本报记者 博雅/文 王巍/图

为化解老年人消费痛点支招

本周六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 也是法定的 “老人节” “敬老
节”， 关于老年人消费生活的话题再次引发广泛关注。 对于许多老年
人来说， 都希望充分利用退休和子女成人后的闲暇时间， 更好地享
受生活的乐趣。 然而， 老年消费的痛点却总是困扰着他们。 那么，
怎样才能防止这些问题的发生呢？ 昨天， 来自北京阳光消费大数据
技术研究院和消费者网联合发布的 《老年消费维权舆情大数据报告》
显示， 今年老年消费维权的热点舆情问题主要集中在投资理财、 医
疗保健、 旅游出行、 养老生活等消费领域。 同时， 有关业内人士也
为老年人健康消费进行了支招儿,引导老年消费者更加科学、 合理、
放心的消费环境。

痛点 ： 电话诈骗让老年人屡“中枪”1
近年来， 各种针对老年人的骗局不断

翻新， 导致不少老年人屡屡 “中枪 ” 。
特别是一些电话、 短信类犯罪的作案手
法层出不 穷 ， 时 而 冒 充 邮 政 、 社 保 ，
时而冒充运营商客服和公检法人员。 有
的以老年人身份证被盗用涉案等理由 ，
骗取老年人的信任后开始要钱 ； 有的以
“享受国家老龄补贴”、 药品折扣为借口，
对一些退休在家、 体弱多病的老年人实施

电话诈骗。 究其原因， 是大量就诊信息、
社会关系信息、 账户信息、 网络行为信息
等公民个人信息的泄露， 给不法分子有机
可乘。

支招 ： 不法分子之所以能够屡屡得
手， 主要是利用了部分老年人独自居住、
没有人商量以及贪图小便宜等弱点 。 因
此， 老年人遇事要提高警惕， 保持冷静，
多和家人及时沟通。

痛点 ： 高收益骗局呈“爬坡式增加”２
很多老年骗局都是以高收益忽悠老年人。

比如， 借款给付高息的 “保本借款” 式高息理
财； 即将上市可成倍获益的 “原始股”， 承诺
回报高息， 先行返息……针对老年投资者急
于投资且投资经验不足， 以及盲目追求高利
率的心理， 不法分子以各种投资理财名目，

大肆进行非法集资、 非法经营等犯罪活动，
此类舆情信息一直呈 “爬坡式增加” 之势。

支招： 投资是件高风险的事情， 年利
润超过10%就属于高风险事物， 尤其坚决
不要相信任何所谓返利的模式， 最后往往
会是一个圈套。

痛点 ： 不合理低价游“新瓶装老酒”3
尽管《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明确

规定，旅游产品不宜再安排自费项目。但在
各大旅行社推出的老年游产品中， 能够落
实《规范》要求、真正具有老年特色、符合老
年旅游需求的并不多，大多还是“新瓶装老
酒”，只是在普通旅游产品贴上老年游的新
标签。 还有部分不法商家甚至打着 “免费
游”的名义，组织面向老年消费者的旅游项

目， 实际上是部分保健品等商家抓住老年
消费者的心理特点，精心组织、逐步诱导的
推销保健品等购物圈套。

支招： “一分钱一分货” 是消费市场
的基本原则， 不要轻信街头、 社区、 朋友
圈里的旅游小广告， 要从旅行社资质、 消
费者评价等方面比较， 低价游背后一定是
强制高消费。

痛点 ： 环环相扣的“以房养老”4
在 “以房养老” 骗局中， 行骗者从未

承诺在给付期给老人长期持续性给付， 相
反只是承诺了基于房产抵押借款的短期理
财收益 。 所以 ， 名为 “以房养老 ” 的骗
局， 其实是双重骗局的叠加。 第一重， 是
说服老人押房借款， 再用借款委托他人理
财， 这其中已存在很大的交易风险， 因为
现实中并不能保证投资理财的收益， 一定
会高于借款的利息收入， 谁也无法保证老
人能从所谓的 “理财受托人” 手上拿回用

于理财的本金。 第二重， 则是让老人签订
委托合同， 将出售、 过户房产的代理权授
予他人， 这使得老人的房产完全可以由别
人操作交易。 即使没有第一重骗局， 老人
的房产也可能随时易主。

支招： “以房养老” 骗局充分利用了
老年人缺乏法律意识的弱点， 通过提前设
计好的各类法律文书， 以及一系列经过精
心策划的操作手法， 最终导致老年人房子
被变卖和过户。

痛点 ：“免费促销陷阱”多有礼品5
免费促销陷阱恐怕是大家最熟悉不过

的了。 不少卖家打着 “免费领取小礼品”、
“买保健品免费旅游”、 “健康讲座送免费
大礼”、 “免费义诊” 的幌子， 以小恩小
惠为诱饵， 高价推销保健品， 并把保健品

吹嘘成药品， 甚至吹嘘成包治百病的药，
欺骗老年消费者。

支招： 要擦亮眼睛， 不要轻信打着免
费诊断、 免费普查、 免费讲座等幌子推销
保健品的各种活动。

痛点 ：“坑老”会销6
“会议营销” 由于进入门槛低、 现金

流动快而受到许多商家青睐。 有的批号造
假、 含量造假； 有的虽有批号， 但销售员
大搞虚假宣传。 这种销售乱象给老人带来
的不仅是金钱方面的损失， 更有心理上的
创伤。 据3·15晚会报道， 青岛一位老人购
买了十几万元保健品， 因为说好赠送的旅
游项目没兑现 ， 老人发现被骗 ， 最终跳

海， 舆论哗然。 当前保健品虚假宣传和欺
诈问题仍十分突出 ， 老百姓深恶痛绝 。
“坑老” 会销保健品之所以泛滥， 一个重
要的原因是执法难、 取证难。

支招： 这些保健品的营销活动多藏身
于分散的小区， 营销员在宣传时， 通常只
做口头承诺， 不提供书面材料， 给监管取
证带来很大难度。

痛点 ：“神医广告”接连不断7
一些不法商家以“访谈、座谈会”等形

式为幌子，邀请一些“明星”，比如今年被媒
体曝光的“广告神医”刘洪滨由于以不同专
家身份出现在多家省市级电视台的 “健康
节目”中，推销的不同名称、功效的药品被
揭穿，被网友称为“虚假药品广告表演艺术

家”。继刘洪滨之后，媒体调查发现，还有李
炽明、王志金、高振宗三位“神医”也经常出
现在电视荧屏“养生节目”中。

支招： 这些所谓的 “老专家” 同刘洪
滨一样， 要么名字随时有变化， 要么推销
的产品五花八门， 看节目要小心。

痛点 ： 不安全的“老年代步车”８
舆情数据显示， 所谓 “老年代步车”

实质为摩托车或者电动三轮车的非法
改 装 车 ， 机件性能及安全防护性能低 ，
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 。 今年 3月 ， 南京
仙 林地区发生过的一起此类交通事故 ，
“老年代步车 ” 驾驶员付出了生命的代
价 。 值得关注的是 ， 经司法部门鉴定 ，
该车最终被认定为 “机动车”。 随后， 媒

体先后就老年代步车的安全和野蛮生长问
题发声 。 舆论认为 ， 市场上大多 “老
年代步车” 危害非常严重 ， 除了自身存
在安全隐患， 还存在影响正常交通管理秩
序的行为。

支招： 做到不购买、 不驾驶、 不乘坐
“老年代步车”， 子女更不要把 “老年代步
车” 当作礼物送给老人。

痛点 ：“巧取”的投资收藏有陷阱9
2017年以来， 媒体相继曝光了一些所

谓的拍卖行、 收藏品公司利用老年人 “巧
取” “捡漏” “暴富” 的心理 ,编制各种
谎言 ,诸如到家中回收藏品、 购买纪念币
享受国家补贴、 帮你拍卖等 “流水线” 运
作方式等诱骗老年人上当。 有些老年消费

者认为投资收藏风险小、 升值快。 其实，
如果投资者缺乏鉴别能力和变现渠道， 投
资收藏的风险相当大。

支招： 老年人在参与投资等行为时一
定要谨慎， 应该多听取亲人意见， 切忌头
脑一热盲目跟风。

痛点 ： 预付卡诚信少退费难10
舆情数据显示， 老年人对美容院、 养

生会馆等消费听信商家 “做美容 、 不手
术 、 不痛苦 、 效果好 ， 如不满意全额退
款”， 保健按摩可以 “有病治病， 没病保
健” 等口头宣传， 消费过程中容易被诱骗
一次次的为美容、 保健按摩项目预付费，
而后发现项目太多根本无法享受服务， 或
是对效果提出质疑， 并按照商家当初的承

诺向其提出赔偿， 而退费难。
支招： 目前我国的诚信体系还没有完

全建立起来 ， 真正想借助预付费的方
式 创 造企业品牌效应的经营者并不多 ，
相反， 多数经营者都比较急于圈钱。 而中
老年消费者 ， 往往不注重与对方签订合
同， 一旦出事后， 就会因为缺乏证据导致
维权难。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消费者保护法研究
中心主任苏号朋： 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
会， 老年人的各项合法权益均应受到法律
的保护。 早在1996年， 我国就制定了 《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 强调国家和社会应切
实采取措施， 健全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各项
制度。 因此， 尊重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 与其他消费群体相
比， 老年人的知识更新能力不足， 对外界
信息缺乏准确的判断， 更容易上当受骗。
欧盟将老年人列为 “脆弱的消费者”， 意
思是说， 和普通消费者相比， 老年人更为
脆弱， 更应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 欧盟的
这一做法值得借鉴， 从而提高我国老年人

消费维权的水平。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兼秘 书

长杨晓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明确提出 ， 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 构建养老、 孝老、 敬老政策体系和社
会环境 ， 推进医养结合 ， 加快老龄事
业和产业发展。 这充分说明党和国家对
老年人生活和老龄化产业发展的高度重
视。 市消协将继续通过组织消费课堂、 现
场参观等形式开展消费教育活动， 为老年
消费者提供更多 “实用、 好用、 管用” 的
消费知识， 为全面营造老有所养、 老有所
依、 老有所乐、 老有所安的社会环境做出
应有贡献。

建议———老年人更应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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