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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郎中？小心上当
“癌症，不用做化疗，拍一拍就能治好！”

据《新京报》报道，萧宏慈打着“医行天下”的
旗号，通过先提供免费博客、视频教学，继而
贩卖所需器械、组织体验班等形式敛财，!"#$
年仅办班一项的收益就达 %&"万元。记者发
现，“花钱买健康”的大多是老年人，$"""元买
把拉筋凳，'"""元参加一次体验营，上海网友
“亚君”对此拉筋法的“神效”深信不疑，还积
极组织线下活动：“能治好病，这钱花得安心，
花得值。”

假借行医、保健之名骗取老年人钱财的
并不止萧宏慈一个，随着我国提前进入老龄
化社会，不少商家开始把目光转向“银发经
济”。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去年发布的《!"$$
年老年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调查报告》，食
品、医疗和营养保健已成为老年人日常消费
支出最多的 (个方面。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
国年均 !"""亿元的保健品销售额中，老年人
消费超过一半。

然而，记者从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了解到，近年来，老年人保健品投诉日益
增多，违法商家的骗术更是花样翻新、变本加
厉，令许多老年人难以防范。

专业知识和维权意识的缺乏，在一定程
度影响了他们甄别真伪的能力，加上对高科
技和新鲜事物接受和理解程度都较低，让老
年人很容易相信所谓的“专家说法”，也容易
被“高科技”的伪装所迷惑。即使后期发现自
己受骗，由于监管混乱、取证困难，也经常陷
入追责无门、投诉无果的困境。

免费体验？切勿轻信
“免费测血压，体验理疗仪，不收钱，

试试看。”昨天早上)时，在漕宝路绿康农贸
市场的一个摊位，几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招
呼着经过的老人们。不一会儿，*平方米左
右的摊位里已经挤满了十多位老人。包括血
压仪、电疗笔、理疗仪在内的四五台仪器在
桌上依次排开。

体验者中有第一次进来的，也有几乎每
天都来的，王女士就是这里的常客，买完菜顺
道来这里免费休息一下已经成了她每天必做
的功课：“有用的，我以前查出来脑血管堵塞，
用了两年多，现在药也不吃了，我自己家里也
买了一台。”对这里种类繁多的所谓医疗仪
器，王女士如数家珍，体验着数码理疗仪的她
还不忘向旁边的人介绍：“这个是清理体内垃
圾的，这个是减肥美容的。”

尽管每台仪器名称不同，但治疗范围都
神通广大———“哪疼用哪”，比如数码理疗仪
能治风湿性关节炎、腰椎综合征、视力模糊、
鼻炎等众多病症。卖类似仪器的也不只这一
家，仅该农贸市场内就至少有四个摊位。有些
店员还介绍他们的仪器是品牌连锁，上海很
多个区都有体验点。

记者走访发现，大多数售卖仪器的店铺
可以提供产品合格证书和经营许可证书，但
却没有权威机构对产品功效的宣传进行鉴定

和审核。老年人对伪科学的识别能力较低，加
上店内一些常客又往往有意或不自觉地扮演
了“托儿”的角色，虽然仪器价格不菲，动辄上
万元，但在健康的幌子下，很多生活拮据的老
年人也忍不住打开钱包。

亲情攻势，拉动消费
为了吸引更多目标群体，许多商家的售

卖都是从免费开始，除了免费体验还有免费
义诊、免费讲座、免费一日游等多种手段。找
一个所谓专家，开一份虚假报告，把病情危害
说得严重一点，把产品功效描绘得夸张一点，
加上一点打折促销和礼品赠送，很多老年人
就会心动。

《!+$$年老年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调查
报告》显示，,-'.的老年人相信免费体验，
(-'.老年人相信商家宣讲。有 !%-!.的老年
人参加过商业机构组织的养生保健知识讲座
或产品体验；在参加过这些讲座的老年人当
中，只有 (*-,.的老年人没有购买产品。

以免费为噱头将老年顾客拉进来之后，
商家就会打出另一张王牌：亲情攻势。缺少社
会交流和亲人关爱使得很多老年人渴望亲
情，销售人员一口一个“爷爷”“奶奶”“叔叔”
“伯伯”，服务体贴入微，照顾细致周到，给不

少老人特别是空巢老人提供了精神慰藉。有
时候虽然对所卖产品将信将疑，但经不住销
售员的游说，也就半推半就地买下来了。

上海市老龄办和上海市统计局公布的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 !+##年 #!月 (#日，上海
市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万人，占户籍
总人口的 !&!*.，空巢老人超过百万。商家正
是看上了这一巨大的消费市场，找准老年人
的心理弱点进行攻破。

此外，一些商家还擅长把消费者发展为
他们的宣传员，鼓励老年人发动身边的人加
入体验。引荐人会因此获得一些表扬或物质
鼓励，享受成就感，被带进来的人经过朋友介
绍，也就对商家多了一份好感，这样形成“良
性循环”，促进更多消费。

监管漏洞，奸商得利
防范意识不强，辨别能力较低使老年人

容易上当。但监管不力、违法成本低、公共服
务缺失、老人精神空虚得不到慰藉才是问题
的根本。

从立法层面来看，酝酿中的《保健食品监
督管理条例》至今仍未出台。我国的保健食
品、保健用品等都缺乏明确的行业标准和行
业规范。从监管层面来看，目前保健品市场实

行的是“谁发证谁监管”，质量问题要找卫生
部门投诉，广告问题需向工商部门举报，冒用
批准文号问题则由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
多个部门联合监管，造成覆盖不全留有监管
空白的局面，有时甚至成为部门间互相推诿
的理由，给了不法商家可乘之机。

记者从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了
解到，在推销过程中，商家对于产品的疗效多
以口头承诺形式为主，很少有老年人会记录
和留下证据，难以进行涉及商家虚假宣传和
误导消费的维权。同时，很多保健品销售采取
“多买优惠”的营销策略，老年人常常大量购
买保健品，致使退货困难。此外，目前保健食
品方面还没有统一的行政法规，致使联合有
关部门行使监督权有难度。

上海市老年学学会秘书长孙鹏镖认为，
如何从根本上帮助老年人走出保健消费误
区，首先应加大相关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建
立街道健康体验馆、老年消费公益热线等公
共服务平台；第二，加强宣传，向老年人揭露
常见骗术，普及维权方法；第三，政府加强对
老年消费市场的监管，严惩虚假宣传、制售假
冒伪劣产品的违法行为；另外，可以借鉴现在
商家的营销技巧，打造一些高质量、高参与度
的社区讲座，培养老年人的科学消费观念。

中国老龄化社会提前
到来，“银发经济”日益旺
盛，一些不法商家利用老年
人防骗能力低、维权意识弱
的特点，对他们频频下手。
近日，号称能治百病的“拍
打拉筋自愈法”受到了社会
各方的质疑，再次引发人们
对老年保健消费的关注：为
何老人频遭欺诈？商家常见
的营销手段有哪些？监管问
题又出在哪里？

老年人防骗能力低、维权意识弱，不法商家盯牢了
他们的钱包。本报记者展开调查———

老年人保健消费“陷阱”有多少？
见习记者 王文佳 范洁

!焦点关注"

! ! ! !按照卫生部发布的 !保健食品管理办

法"#保健食品是指$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

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

食品% &第二十三条明确指出#$保健食品的

标签'说明书和广告内容必须真实#符合其

产品质理要求#不得有暗示可使疾病痊愈的

宣传% &

保健品不是药品#因此对疾病没有治疗

功效% 然而#一些老年人对保健品的认识并

不清晰#很容易相信保健产品的所谓疗效宣

传% !!"#$年老年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调查

报告" 显示#%&$'的老年人认为保健品可以

治病#同时有 ()&$'的老年人认为保健品对

疾病有辅助治疗作用#仅有 ()&*'的老年人

认为保健产品不能治病%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建议#老

年人购买保健食品时应认清保健食品标识#

即俗称的$蓝帽子&% 同时#老年人要熟知自

己的身体状况#并且留意产品的适宜人群与

不适宜人群#按需要购买#而不是盲信盲从%

此外#购买时数量不宜过大#通常以三个月

的量来体验已绰绰有余#千万不能把保健品

当作药来服用#一旦出现状况#应及时就医%

一半以上老人相信保健品对疾病有疗效

!焦点链接"

! ! ! !除了医疗仪器，不少商家还会打着营养
保健的招牌售卖“祖传配方”或其他保健产
品。岳阳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陈咸川提醒消
费者，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定要谨慎，因为所
有中药都应该根据个人的体质辨证施治。不
管是单味还是复方的中草药，疗效均是因人

而异，对部分人的病症有治疗效果，但对另
一些人可能毫无帮助甚至产生副作用。
陈咸川表示，若一种药的宣传上写着包

治百病或者适合所有人吃，那么这家店基本
是不能相信的。老年人要进行养生调理还是
应该到正规医院，医生会根据其身体的实际

情况推荐适合的保健品或中药配方。特别是
中药保健品切忌乱用，即使是高档补品也不
是人人都能吃，她曾经就接诊过吃鹿茸鼻腔
出血或因为食用野山参出现胸闷、头晕、呕
吐等症状的病人。

陈医师建议老年人食用补品之前也应
该先经过专业医生的认可，否则可能适得其
反，甚至造成难以逆转的严重后果。

医生称：所有的中药保健都因人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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