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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元短剧”暗藏连环扣费、“先用后付”诱导默
认识别、养生课程内容真假难辨……随着银发族成
为消费新势力，老年人在网购过程中的权益保护问
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截至2024年6月，我国60岁及以上网民网络支
付的使用率已达 75.4%。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跨越

“数字鸿沟”，成为网购大军中的新力量。
在尽情享受数字化生活带来的便利的同时，由

于网络消费环境复杂，老年人极易掉入消费陷阱。
“老人闹心，儿女操心”的家庭维权事件时有发生。

警惕“老年网购陷阱”

在人民网“人民投诉”平台近期收到的投诉中，
一名老年网友表示，他在社交平台上看到“0元短剧
推广”，好奇扫码加入，被要求缴纳开通创作中心的
费用。待支付1280元后，对方又要求缴纳2899元报
课费，才能学到短剧推广。

一名老年人家属投诉称，某机构通过企业微信
开展线上养生课，吸引老年人听课并逐步洗脑，将
市价 100 元左右的龟鹿补肾胶囊，以 500 多元一盒
的价格兜售，诱导老人共花费1.9728万元。家属要
求退货退款，对方一直拖延，不予处理。

这些案例背后，折射出老年人在网购消费中遭
遇的一些典型问题。中消协律师团律师李斌介绍，
当前老年网购侵权呈现三大特征：

一是微短剧诱导消费，通过剧情吸引力设置
隐蔽收费机制，导致老年人在连续观看中被持续
扣费；

二是“先用后付”“0元试用”等宣传诱导下单，
致使老年人因支付便捷性而囤积非必需商品；

三是保健品及养生课程消费陷阱，部分商家通
过夸大疗效、虚构资质等手段，销售无备案商品。

遭遇这类消费问题的老年人，往往面临举证困
难、退费无门的困境。

“维权困境”如何破？

山西太原李女士向记者反映，家中老人网购时
经常误用“先用后付”功能，觉得自己并未付款购买
过一些商品，直到家中快递量不断增加，才察觉不
对劲儿。

李斌告诉记者，老年人消费陷阱的共性，在于
消费流程中对“关键信息”刻意模糊化，叠加老年人
对新兴支付方式认知不足、维权意识薄弱，最终形
成“诱导、误购、维权难”的恶性循环。

“当老年消费者意识到权益受损时，又会面临

‘双重能力缺失’的困境。”李斌说，他们一方面不熟
悉智能设备操作流程，如APP使用、电子证据保存
等；另一方面是缺乏风险识别与防范意识。

2024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在第十四条中明确规
定，直播营销平台经营者应当建立健全消费者权益保
护制度，明确消费争议解决机制。第十五条要求，经
营者不得通过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虚构或者夸
大商品或者服务的治疗、保健、养生等功效，诱导老年
人等消费者购买明显不符合其实际需求的商品或者
服务。“这些规定直击了保健品消费骗局、直播诱导消
费、网购退货难等痛点。”李斌介绍。

下单后，商家说好的赠品不给了怎么办？2023
年4月，广州70多岁的陈先生就遇到这么一件事。
于是，陈先生将商家和网络平台一同告到法院，要
求赔偿。经判决，法院认定，商家以赠品诱导消费
却拒不履约构成欺诈，判决网店退货款、承担运费
并赔偿。被告某平台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广州互联网法院法官王蕾介绍，本案中的陈先
生年纪较大，触网经验不足，极易在网购中上当受
骗。司法实践中，一般对老年消费者群体的合法权
益，予以倾斜性的保护。

握紧“自护伞”守好“钱袋子”

法律护航之外，老年人又应如何筑牢自身
防线？

中消协律师团律师吕晓晶向老年朋友提出三
点建议：

一、绝不相信任何“天上掉馅饼”式的利诱；
二、要抱着宁可失去所谓“机不可失”也要保护

好个人信息的理念，不给诱导人任何机会；
三、不要轻易点击不能确定的按键、链接或提示。
守护好“钱袋子”，除了老人握紧“自护伞”，更

需要社会各界协同发力。
“社会各界要协同推进适老化消费教育。”李斌

建议，可通过老年大学课程、社区3·15普法活动及
媒体专栏等，鼓励老年人系统学习网购维权知识。
同时，电商、直播平台应强化适老化改造，如推出

“长辈模式”专属客服，对适老化产品及其推广渠道
进行严格审核。

“还需构建适老化维权支持体系。”吕晓晶表
示，一方面，监管部门应推动电商平台简化投诉流
程，建立老年人维权绿色通道，明确侵权认定标准
与举证指引；另一方面，司法机关可探索小额诉讼
速裁机制，降低维权成本，并通过社区普法加强老
年人数字素养教育，提升其风险防范能力。

“要鼓励家庭协助维权、支持公益法律援助介
入，形成社会协同的维权网络，方能切实保障银发
群体的消费权益。”吕晓晶说。 人民网

谁来守护老年人的“支付钱包”
近日，为了解直播带货中对食品功效的宣称情

况，上海市消保委联合上海市营养食品质量监督检验
站，从消费者需求、国内相关标准以及专业论证三个
维度开展专项调查。

本次调查，通过对消费者经常使用的主流电商平
台的100个直播间进行蹲点监测，选购100件相关产
品（所有产品不涉及有“蓝帽子”的保健食品），从产品
直播间讲解、宣传到购买全程录屏记录，并开展了后
续的相关检测。

通过前期市场调研及实际蹲守监测后，调查团队发
现，相关产品直播间分布渠道不均，主要集中在抖音、快
手、淘宝、小红书这4个主流平台。从上述4个平台中随
机抽取100件产品进行跟踪调查发现，有69件产品存在
一些对消费者信息误导的行为。这些产品大致分为4
类，分别是：宣称降糖类食品、跨境功能类食品、跨境婴
幼儿食品、号称具有“神奇成分”的食品。

本次调查，依据主播口播录屏、商品链接、详情页
介绍、商品外包装标签信息、实际检测数据，汇同专家
组分析研判结论，从销售属性、销售平台和食品分类
多角度，对4个主流平台的100个直播间进行打分比
较，各直播间总体平均得分为7.04分（满分10分）。

人民网

直播带货调查：
69%的宣称功效食品涉误导

中国消费者协会近日发布消费提示，消费者在网
络购物时谨慎使用手机“免密支付”功能，避免因账户
权限过度开放而引发资金损失。如遇消费纠纷，可通
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维权。

近期，中消协陆续收到因“免密支付”功能导致账
户资金被盗刷的投诉。据介绍，“免密支付”（即“无需
密码确认支付”）是部分支付平台或应用为提升支付便
捷性推出的功能，用户开通后，单笔交易金额在一定限
额内可直接扣款。然而，这一功能若被不法分子利用，
可能带来安全隐患。

中消协建议消费者，非必要不开启“免密支付”。
检查是否绑定支付宝、微信或银行卡，并关闭“免密支
付”权限。若需保留部分免密服务，建议单独设置。消
费者要定期检查授权应用，移除不常用或不信任的第
三方应用支付授权。

中消协建议，消费者要强化账户安全保护，设置高
强度密码并注意更换，避免使用生日、连续数字等简单
密码并开启双重认证功能，防止账号被恶意登录。关
闭非必要支付权限，避免在公共网络环境下进行支付
操作，防止网络钓鱼或数据截取。还要养成定期对账
的习惯。

若消费者遭遇盗刷，该如何快速应对？中消协建
议，立即冻结支付渠道，通过银行客服、支付宝或微信
平台紧急冻结关联账户，阻止后续扣款。保留盗刷记
录截图、交易时间等信息，向支付平台投诉。若损失金
额较大，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光明日报

谨防“免密支付”盗刷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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