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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品消费成老人受骗重灾区
专家：子女应多陪伴，让骗子无可乘之机

老太疯狂购买保健品，女儿苦苦相劝却
毫无效果；大爷痴迷保健品，自己服用外，还
为子女购买保健品……近年来，随着经济飞
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痴迷保健品，并掉
入不法商家设下的保健品骗局。近日，市场
星报、安徽财经网（www.ahcaijing.com）记
者对此进行了采访，说起家中痴迷保健品的
老人，子女们都是大倒苦水。对此专家表示，
对于痴迷保健品的老人，子女应多陪伴，让骗
子无可乘之机。 ▋朱丽云 记者马冰璐

据悉，去年，北京律维银龄研究与服务
中心对北京 10000 名老年人发起养老服务
需求问卷调查，该机构历时 3 个月完成的调
查研究表明，保健品消费和收藏品投资、高
额借款、高息理财是老年人被骗的重灾区。

调查显示，在 10000 名老人中，使用过
或正在使用保健品的有 6801 人，占样本总
量的 68.01%。在使用保健品的老年人中，
保健品由子女购买的有 2531 人，保健品由
自己购买的有 2711 人，保健品由亲友赠送
的有1762人。

从保健品的购买渠道看，通过商场购买
的有 2304 人，通过广告购买的有 1751 人，
通过公司推销购买的有 1733 人，通过网上
购买的有726人。

分析数据可以看出，在商场购买保健品
仍是老年人较为喜欢的购买方式，他们希望
能够通过商品咨询、导购服务等帮助，在较
为自由和真实的购物环境下选购保健品。
现在许多保健品企业采用会议、服务、体验
等营销形式，使得与之配合的直销也成为老
年人选择较多的购买方式之一。

究其原因，在于商家抓住了老年群体渴
望得到陪伴、害怕寂寞的心理特点，通过将
老人聚集起来，以讲座或娱乐活动的方式向
老年人推销保健品能够更大程度上获得老
人的青睐。另外，广告对老年人选购保健品
影响也不可小觑。

此外，从老年人对待保健品的态度来
看，在万名老人中，有 1375 人认为确有必
要，有1853人认为物有所值，有2746人认为
价格太高，有 1806 人认为存在夸大或者虚
假宣传，有2395人认为不需要。

A 调查：
保健品消费是
老人受骗重灾区

1.恐吓实验：
保健品公司邀请老年人参加“名医、教授”的爱

心养生讲座，这些所谓的“名医、教授”一看到老人
就说“你得了某种病”“你体内有癌细胞”之类的话，
并借助恐吓实验，让老人上当。

2.“高科技”忽悠：骗子们利用“高科技”，用一
个个所谓的事实，诱使老人不得不花钱消灾。

3.奖品吸引：很多骗子公司会组织如免费旅

游、赠送礼品、免费聚餐、赠送体检这样的小恩小惠
吸引老年人，其目的最后都是为了推销高价保健品
给老年人。

4.饥饿营销：骗子经常声称，某种保健品“不是
所有人都能买到”“卖完就没有了”，以此刺激老年
人购买。

5.包装成政策：骗子公司把自己的项目包装成
“国家政策”，以打消老年人的警惕心。

自从 10 年前老伴去世后，年近八旬的徐奶奶
便一个人生活，两个女儿一有空便去看望她，帮她
做做家务。“一开始那几年，我妈精神状态还挺好
的，除了在家看看电视、读读报，还喜欢出门散散
步。”徐奶奶的大女儿吴女士说，可从 5 年前开始，
徐奶奶突然痴迷上了保健品，“每个月3000多元的
退休工资被全部用于购买保健品。”

起初，吴女士并未当回事，“可后来，我发现家
里的保健品越来越多，多到她根本吃不完。”仔细一

查看，吴女士还发现，其中不少保健品还是三无产
品，“我劝她别买了，小心吃坏了身体。”可徐奶奶根
本不听劝，仍继续购买。

“我和妹妹苦口婆心，劝了一次又一次，她根本不
为所动。”今年年初，被逼无奈之下，吴女士只得搬去
跟徐奶奶同住，“贴身‘看管’她，防止她再乱买保健
品。”起初，徐奶奶非常排斥女儿对自己的“监管”，“慢
慢地她可能觉得，我陪着她，她不孤单了，生活也更有
乐趣了，现在她对保健品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痴迷了。”

B 案例：老太狂购保健品，女儿苦劝无果

针对一些老人痴迷保健品的现象，国家二级心理
咨询师周金妹表示，老人之所以舍得花大把的钱购买
保健品，原因有三个。首先是孤独心理作怪：老年人退
休在家，社会功能逐渐丧失，听广告讲座正好可以满足
老年人的社会心理需求；其次是暗示心理作怪：一般
老年人都存在“怕老、怕病和怕死心理”，只要宣传说
什么东西对健康有好处，就会不计后果买回来亲自尝
试；三是情感缺乏：保健品销售商的情感营销、健康营
销、价值营销等正好乘虚而入，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老年人年纪大，身体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毛

病，对死亡的恐惧、对长寿的渴望，导致他们特别相
信保健品，认为吃了就包治一切。”周金妹说，对于
痴迷保健品的老人，子女一定要多陪伴，“子女应给
予老人更多的精神关怀，采用正确的方式劝导老
人，比如子女应尊重老人的价值感，让老人感受到
子女把他（她）的健康当回事；鼓励老人多培养自己
的兴趣爱好，如体育锻炼、书画、唱歌、养花等，充实
老人的精神生活，并帮助老人尽量参加社会活动，
多走出家门广交益友，多与同龄人进行沟通和交
流，让老人感受生活乐趣。”

C 专家：子女应多陪伴，让骗子无可乘之机

相关链接： 保健品骗局的套路

“我爸自己服用保健品就算了，居然还为我和
妹妹买保健品。”说起 75 岁的老父亲，家住合肥市
沁心湖社区的郭先生又好气又好笑，“从两三年前
起，我爸开始跟着小区里的老人一起去参加保健品
公司的活动。”

起初，郭大爷只是去参加活动，领一些小礼品，
“可后来他开始大量购买保健品。”郭先生意识到，

情况有些不对劲，“我和妹妹便开始轮流劝他，告诉
他一些保健品骗局。”

可令郭先生哭笑不得的是，他们还没说服父亲，
父亲却为他们买来了保健品，“他还跟我们说，让我
们也吃吃看，补补身体。”无奈之下，郭先生只得求助
一位从事医疗工作的亲戚，“后来在亲戚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的劝说下，我爸终于不再买保健品了。”

大爷痴迷保健品，还为子女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