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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部分主播打着
“养生课”“专家义诊”的幌
子，诱导老年人落入消费陷
阱。治理老年人直播间购物
乱象，为银发族筑起防诈

“数字防火墙”，既关乎老年
消费者权益保护，更是完善
和规范银发消费市场体系、
助力“银发经济”健康发展
的重要举措。

□ 杨 雷

采访老年群体沉迷直播购物这一现
象，记者看到的不仅是网络消费环境治
理课题，更从中感受到银发经济转型升
级的迫切需求。这些问题背后，折射出
老年人的情感陪伴期盼、文化消费升级
与健康管理需求——这恰恰是银发经济
亟待开发的新蓝海。

孙阳妈妈 61 岁，是一位朴实的农
民。两个女儿出嫁后，她和丈夫在农村
养了三四千只鸡。孙阳心疼父母，想让
他们歇着，可父母却不愿闲下来，对他
们而言，农村缺乏娱乐方式，不知道如
何打发闲暇时光。

于是，直播间购物成为孙阳妈妈的
一大消遣。她开始看直播只是图个乐，

将其当作电视的替代品。孙阳发现，家
里的电视已经许久未开了。妈妈觉得如
今电视节目收费多，智能电视操作复
杂，频繁更新的页面让她摸不着头脑。
过年时孙阳安装了几个看电视的软件，
妈妈也难以适应。

最初观看视频直播，她被主播的才艺
所吸引，后来主播加入令人眼花缭乱的卖
货环节，她随之一步步深陷其中。面对妈
妈沉迷直播间购物，孙阳多次规劝无效，
却不忍直接注销妈妈的账号。因为这是妈
妈仅有的消遣方式。

对刘鹏的爷爷而言，直播间购物已成
为他生活的一部分。爷爷每天看养生课直
播、记笔记、答题，能领几毛钱奖励，就
很知足。爷爷将直播间视为了解外界的窗
口，期待直播间带来新鲜事物。刘鹏明
白，养生课多是噱头，目的是卖高价商

品，却不知如何劝阻“上瘾”的爷爷。
老人沉迷直播间购物背后，是数字时

代适老化产品和服务缺位的缩影。老人不
该被直播流量“围猎”，而应是推动消费
升级、激活银发经济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发展银发经
济，为规范市场提供了政策依据。2024
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发展银
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这是国
家出台的首个支持银发经济发展的专门文
件。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两次提到银发经
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制定促进银发经
济发展的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完
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大
力发展银发经济。

在发展银发经济的过程中，营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老年友好型消费环境尤为
重要。

在共建方面，政府发挥引领作用，
积极出台相关政策，整合部门资源，打
破壁垒，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参与适老
化改造，推动服务创新。企业应用心
用情推出适老化产品，满足老年人的
生活与情感需求。

近期，在文化旅游、智慧养老、健
康管理等领域，涌现出一批适老化产
品。在黑龙江哈尔滨，中国铁路哈尔滨
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首趟“银发”旅游
专列。为服务老年游客，列车在餐食、
医疗、娱乐等方面都做了精心安排，让
老人安全、安心出行。

在共治方面，政府和企业可以借助
科技力量，提升治理效能。老年人阅历
丰富，不少人具备技术和业务专长。可
以将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拓
展老人参与社会事务的渠道。

在共享方面，通过企业、社会等各
方合力，让老年人获得优质服务，让企
业收获市场红利，进而提升社会福祉水
平，通过营造老年友好型消费环境，将
老龄化社会带来的挑战，转化为实现代
际和谐、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共建共治共享，激发银发经济新蓝海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 雷
记者 金 卓

“我的房间简直成了快递仓库。”陕西

某高校大二学生赵飞说起家里堆满快递的

情形颇感无奈，书桌、书柜堆满快递盒，

衣柜下层、床头柜旁也都是。“主要是护

肤品、日用品、食品。保健洗发水、养生

牙膏，名目繁多，让人眼花缭乱。”

原来，赵飞 65 岁的奶奶迷上了直播

购物，“去年她在直播间购买各种物品花

了 1 万多元”。赵飞仔细查看发现，很多

商品价格贵，质量堪忧。

赵飞奶奶的经历并非个例。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以“直播间”“购物”“老人”为关

键词搜索发现，不少年轻人在社交平台上

发文求助如何“戒断老人直播购物瘾”。记

者了解到，不少老人沉迷直播间购物，花费

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购买的商品中，有

些是“三无”产品（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
证、无生产厂家的产品——编者注）。

治理老年人直播间购物乱象，营造安

全的网络购物环境，既关乎老年消费者权

益保护，更是助力“银发经济”健康发展

的重要举措。

爷爷躺在病房里，仍在看
直播购物

赵飞奶奶常看的直播间，曾推销一款

号称能让头发“迅速变黑”的保健品。

“我跟她说这肯定是假的，怎么可能有这

种东西。可她坚持说，主播是大公司老

板，不会骗人。”劝不住奶奶，赵飞在奶

奶的手机中拉黑了主播，“但这些主播开

播后，她还是能找到，根本防不住”。

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的博士孙阳说，她

的妈妈也痴迷直播间购物。起初她并未察

觉，直到有一天，妈妈让她帮忙退货，她

才发现异常，“账号里订单多得离谱，饰

品、床上用品、食品、药品，甚至保险都

有”。孙阳查看了部分商品，“很少能查到

厂家信息，好多都是‘三无’产品”。

令孙阳吃惊的是一条标价 2000 多元

的 “ 金 项 链 ”。“ 妈 妈 说 这 是 ‘999 足

金’，2000多元怎么可能买到一条足金项

链？”孙阳疑惑地点开商品详情页面，在

图片最下方看到一行小字，“原来只有小

吊坠是金的，重量 1 克多，项链是银的，

根本不值 2000 元。妈妈不会想到去看商

品详情，也不会留意最下面的小字。更气

人的是，大多数商品卖完就下架，连商品

详情都看不到。”后来，孙阳时常登录妈

妈的账号退货，“前前后后退了 136 单，

金额超 1.8万元”。

75岁的李秀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她将直播视为与外面世界接触的途

径。她和老伴在农村生活，老伴瘫痪在

床，自己患有糖尿病。通过刷短视频，

她接触到一位养生“专家”，添加微信

后，每晚都看养生课视频和直播。直播里

经常推荐一些治疗糖尿病的保健品，让她

很心动。

在江西读研一的刘鹏今年过年回家

时发现，爷爷成了直播间的忠实消费

者，该直播间还有线下活动。爷爷每天

点开微信群里的链接看直播，全部看完

能领 3 张兑换券，凭券可去线下门店换

鸡蛋。

“兑换券通常在直播开始、中间、结

尾 3 个时段发放，要领到券得全看完。”

刘鹏出示的群聊截图显示，这个名为“富

民路店长服务 （2 群） ”的群有 105 名成

员，群聊十分活跃。管理员不时发布“坚

持看播，福利多多”“山核桃油券继续发

放”“还可到店领取 6.8元现金红包”等信

息。开播前，管理员会发红包，标注开播

时间。

刘鹏爷爷不仅领券，还购买了大量商

品。爷爷有记账习惯，账本上列着洗面奶、

虫草、五常大米、泡脚药等物品以及购买日

期、价格，“前前后后花了两万多元”。

刘鹏爷爷还关注另一个群里的养生课

直播，“直播后有答题环节，答对能领几

毛钱。听直播课时，爷爷会认真做笔记，

为了多领点钱，会用多部手机一起答题。

他说在家闲着也是闲着，赚点是点。”

一到晚上，爷爷就忙得不可开交，戴

着老花镜，在孩子们给他的几部手机间来

回操作。

正月初六，刘爷爷因心脏不舒服住

院。医院里没有 Wi-Fi，家人给爷爷办了

流量卡。没想到，爷爷在病房里看起了直

播，还给家人打电话，“直播开始了，你

们快去看，群里有红包。”刘鹏说起来啼

笑皆非。

“困”在直播间的老人，不
信家人信主播

面对沉迷购物直播的爷爷，刘鹏多次

劝阻没有效果。她告诉爷爷，“要真的是

好东西，不可能只在这个直播间卖，我在

网上根本查不到”。可爷爷有自己的想

法，“他说我不懂，这是厂家直销。还说

直播间有五六十万观众，这么多人怎么可

能上当受骗”。

正月初八，还在住院的爷爷突然被踢

出“富民路店长服务 （2 群） ”，常去领

鸡蛋的线下门店也关了，令他深受打击。

“人都跑了，什么都没了。”爷爷在账本里

写下这样一句话。

90 后吴倩的父亲喜欢在直播间买高

价手串，吴倩在购物网站上搜到类似手

串，单价不过一二十元，“可他认为我发

的和他买的不一样。”吴倩说，父亲还会

买标注原价几千元、现价一两百元的包，

坚信是正品。

2022 年下半年，忙着写博士毕业论

文的孙阳常收到妈妈的信息，“主播说这

东西好，价格也合适，你要不要？”通常

这时妈妈已经下了单，因为主播说“数量

有限，得抢”。孙阳告诉她，“根本不用

抢，主播每次都说限量，实际上随时都能

下单”。可无论怎么劝，妈妈就是不信。

孙阳的姐姐因为这事儿和妈妈争吵过，

“妈妈说，我自己挣的钱，想怎么花就怎

么花”。面对痴迷直播购物的妈妈，孙阳

深感无奈。

推送养生课、发红包为的
是让老人“离不开你”

老年人如何一步步深陷直播购物难以

自拔？多名受访者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主播会“手把手”教老人绑定银行卡

或移动支付，添加收货地址并下单。

赵飞说，奶奶一开始不会买东西，主

播耐心教她点击某些图片，完成下单。

在一段主播教老人下单的视频中，主

播反复叮嘱，“把手放在右下角小黄车

上”。另一名主播告诉看视频的老人，“付

款免息分期，要让孩子给你下载软件”。

在老人们热衷的直播中，养生课直播

颇受欢迎。在短视频平台检索“养生课直

播”，即可进入相关直播间。日前，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进入一个养生课直播间，

主播在教 47 位观众“手指安眠操”。其

间，主播不断引导大家添加老师微信。

“如果想了解更多养生知识，点击屏幕下

面的‘小铃铛’。”这名主播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点击了“小铃

铛”，弹出“领取 VIP 学习资格”页面，

下方是“添加助教老师微信”按钮，点击

后即跳转到微信添加好友页面。

添加微信好友后，“助教老师”发来

视频链接和一段 32秒语音：“您领取了小

偏方课程，下周二早上 7点上课，我会发

上课链接提醒您。现在点击我发的学习入

口，听预习课，一分钟左右，听完可领小

奖励。”记者又添加了几位“老师”微

信，发现做法大同小异。所谓“小奖励”

就是几毛钱，看完预习课和 45 分钟左右

正式课，答对一道选择题就能领取。

某养生群群主告诉记者，之所以要添

加老人微信，一是为了提高用户黏性，通

过推送养生课视频、发红包让老人“离不

开你”；二是为了销售药品，“养生课前 9
天没有推销环节，纯科普，等用户习惯

了、信任你了，开始卖药，主要是 OTC
药 （非处方药） ”。

所谓免费养生课，其实只是诱饵，

就是为了后期捆绑销售高价药品或服

务。该群主介绍， 9 天养生课后，一个

销售平均能完成 3000 元的销售额。药品

从药厂直接发货，货到付款，“只要开

封，就不能退”。

“这些养生课视频是药厂和代理商发

来的。”这位群主说，销售会将视频一对

一发给老人。药厂和代理商会提供用户观

看查询系统，“谁看了、谁答题了，我都

知道。”他说。

一名“助教老师”告诉记者，他的日

常工作是一对一发链接给老人。他说，

有的公司会建群，“但很容易出事，群

不好管理”，一对一发链接能第一时间

获得老人反馈，如果老人反馈积极，“马

上安排购物环节，不一定非得等免费养

生课结束”。

对于养生课里的专家，前述群主信

誓旦旦，“都是医院出来的”。有些专家

号称曾在“中国骨病康复协会”“国家高

科技健康产业委员会”等机构任职。记

者在中国社会组织政务服务平台查询，

发现这些组织并未在民政部门登记。在

直播过程中，如果不购买产品，屏幕中

部会一直弹出抢购链接，即使关掉，很

快又会出现。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针对直播间诱导

老年人高额消费等“坑老”乱象，多位代

表委员提出系统性治理建议，强调法律完

善、技术防控与社会共治联动，为老年人

构筑反诈防线。

全国人大代表齐秀敏建议，完善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增设“诱导性消费欺诈”

专章，明确从重处罚；多部门协同，用信

息化手段互通线索；形成联合执法机制，

简化举报流程；关怀老年人精神世界，满

足其情感需求，开展公益课程普及防诈知

识。全国政协委员钟瑛呼吁对涉嫌直播购

物的欺诈行为，加大常态化治理力度，从

立法、技术、宣传等方面构建“不敢骗、

不能骗、骗不成”的防线，切实守护老年

人的“钱袋子”与晚年尊严。

记者从公开渠道获悉，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局长罗文表示，今年将制定出台

直播电商监管办法，建立监管长效机制，有

效规范直播交易行为。

（应受访者要求，赵飞、孙阳、刘鹏、吴
倩、李秀芬为化名）

情感链接、“专家”人设、红包噱头——

直播间“坑老套路”瞄准银发族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 雷
记者 金 卓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 《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其中

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抗衰老、银发旅游等

产业，释放银发消费市场潜力。

夕阳红蕴藏经济发展新蓝海。 2024
年 12 月，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

等联合发布的 《银发经济蓝皮书：中国银

发经济发展报告 （2024）》 显示，目前，

我国银发经济规模在 7万亿元左右，约占

GDP的 6%。到 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有

望达到 30万亿元，占GDP的 10%。

当前老年消费市场面临诸多挑战。加

大力度治理部分直播平台通过虚假宣传、

情感绑架等手段诱导老年人落入消费陷

阱，成为当务之急。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雷开春认为，部分直播平台瞄准老年人群

体，主打“感情牌”，用一系列“套路”

诱导他们非理性消费。随着社会老龄化程

度加深，空巢老人群体不断扩大，子女工

作繁忙，老人缺乏情感陪伴，一些直播

平台主播借助“拟亲属化”的语言和互

动策略，营造出虚拟家庭氛围，在“陪

伴”名义下与老人建立情感链接，从而

诱导老人非理性消费。还有部分主播精

心打造“专家”人设，通过术语包装及专

业场景布置，提升可信度，再配合限时促

销、虚假评价与优惠噱头，精准切中老人

消费心理。此外，平台推荐算法基于用户

行为数据，持续推送相似内容，让老人深

陷其中，形成信息茧房，加剧他们对平台

的依赖。

一些平台在逐利动机下对老人设下消

费套路，暴露出平台存在监管缺位问题。

曾在某短视频平台从事内容治理工

作的李雷（化名）认为，部分平台对直播

监管不到位，缘于这些平台深耕四五线

城市以及农村地区，为了获取流量、迎合

需求，会采取一些“博眼球”“夸大宣

传”的做法。

在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的背景下，破解

老年人落入直播间购物陷阱乱象，打造老

年友好型消费环境是重要一环。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老龄战略与政

策研究所副所长方彧认为，各方要合力为

老年人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消费环境。

平台应采取多种技术手段，加大对商家

的监管力度；企业要充分认识到人口老

龄化带来的机遇，用心用情做好产品和

服务，杜绝为逐利不择手段的行为；在

家庭层面，子女要主动关心老人，通过

陪伴聊天、参与线下活动等方式，降低他

们对直播间的情感依赖；老年人自身要增

强信息甄别能力，提高警惕，学会识别

“夸大功效”等购物陷阱，避免陷入消费

骗局。

哈尔滨商业大学教授、电子商务教研

室主任吴彦艳建议平台参照“未成年人模

式”，开发“老年人模式”，将严格审核过

的优质直播间推荐给老人，进一步简化下

单、退货流程。同时，增强老人对网络购

物的辨识能力，推荐老人在官方旗舰店购

买商品。

“现在平台开始重视审核。”李雷说，

直播期间有审核，收到用户举报后会再审

核。一开始是机器审核，“要是没发现问

题，就直接通过了”。如果机器审核发现

有问题，会转给人工审核。对于触碰底线

的淫秽色情类等内容，会采取严格处理措

施，如限流或封号。而其他大多数直播内

容都能通过审核，“毕竟这些平台的用户

主要集中在下沉市场”。

面对老人直播间购物乱象，部分平台

开始有针对性地优化调整。抖音平台电商

相关负责人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

访时表示，抖音电商持续加强实时识别能

力，逐步上线老人高金额订单交易弹窗提

醒。平台搭建了专属客服团队，协助老人

处理售后问题。为进一步保障用户消费

体验，平台开展针对各类违法营销诈骗

行为的专项治理。近段时间平台发现，

有个别用户通过仿冒“博物馆鉴定师”

等，以“书画书法进万家”“举办拍卖

会”“假一赔十”等虚假信息为噱头，售

卖所谓“大师真迹字画”，诱导用户购

买。平台对相关账号进行处置，封禁账

号及店铺、收回直播和营利权限等。

对于老人深陷直播间购物甚至被诈骗

的现象，司法部门采取措施，打击相关犯

罪行为。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中国裁判

文书网上，查询到多份涉及老年人直播间

购物、案由为“诈骗”的刑事判决书。

2024年 6月，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

人民法院审理一起诈骗案。公诉机关指

控，犯罪嫌疑人宣称产品具有药用保健功

效，并将直播链接发至微信群内，诱导老

人购买产品。经认定，直播间内所推销产

品不具备治疗功能，共有 116 名被害人，

被骗金额超 48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采用虚构事

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老人财物，已

构成诈骗罪，且犯罪对象为老人，酌情从

严惩处。几名犯罪嫌疑人分别被判处 1年
4个月到 7年不等有期徒刑。

方彧认为，在大力发展银发经济的当

下，要有针对性地解决相关问题：完善相

关政策与法律制度保障，健全行业标准。

“运用系统性思维，既着重破解当前银发

经济发展中的痛点，又前瞻性布局老龄化

社会的消费生态，着力打造老年友好型消

费环境，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提高其生活品质。”

方彧建议，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构建

全链条保障体系，加强老年人权益立法保

障。推动跨部门协同监管，加强涉老消

费权益保障。与此同时，推进供给侧适

老化改革，鼓励企业研发适老化产品，

优化服务，构建线下体验生态。“以前提

到适老化，很多人认为是做减法，简化

一些功能让老人易于操作。我认为真正

的适老化，是简约而不简单，要做到精

准适配。”

“打造老年友好型消费环境，让消费

不仅是一种交易行为，更成为老年人参与

社会，获得尊严、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途

径。”方彧说。

关爱“银发族”打造老年友好型消费环境

视觉中国供图

养生课直播群截图。 受访者供图 一位老人沉迷直播间购物，房间堆满快递盒。 AI人机协同生成

一个养生课直播群里，群主发布直播课链接，

邀请群成员点击观看。 网络截图

记者手记

3月2日晚7点，某直播间里，一名“专家”正在售卖68元按摩课程，号称可以治疗多种疾病。 网络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