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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子（化名）怎么也想不到，72岁的母亲竟成了保健品营销的受害者。林子在某事
业单位工作，他的母亲是退休教师。本以为一家人的工作与生活经验足以抵挡骗子的花
言巧语，然而在销售人员的花言巧语和重重攻势下，母亲还是为保健品掏出了5万多
元。

山东青岛的陈女士同样没想到，60岁的父亲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人世。因为自觉被保
健品营销公司欺骗，老人在海边自溺身亡。一段时间来，这一事件频频被提及，成为保
健品销售“恶果”的鲜活事例。

由保健品营销引发的家庭悲剧，近年来频频上演，保健品销售乱象屡禁不止。如何
规范和有效监管保健品市场，不再让老年人成为骗局的受害者，已然成为亟待解决的社
会问题。

本报记者 刘 峣

骗 局骗 局
几个套路 屡试不爽

“先是免费办讲座，还给老年人
送花生油、送鸡蛋，把他们‘稳住’
后就开始推销所谓包治百病的保健
品。”林子说，虽然自己跟母亲苦口
婆心地劝了好多次，还拿出权威媒体
的报道，然而母亲还是被“套路”
了。

陈女士的父亲则是被保健品公司
免费旅游的幌子蒙骗了。2013 年以
来，该公司以买保健品送旅游等名
义，骗老人买了近 6 万元的保健品。
去年4月，公司又承诺带老人和他的
老伴去西安、巴厘岛等国内外城市旅
游，但保健品买了，旅游的承诺至今
没有兑现。

记者梳理发现，以会议、讲座等
形式销售保健品已成为行业内的“标
配”推销手段，一些不法分子往往通
过相同的招数，向老年人变相推销高
价保健品。与此同时，随着老人的警
惕性提高，一些新的招数也应运而
生，但万变不离其宗。

其一，是以“免费牌”吸引上
钩。保健品公司在先期推销时通常会
采取发放免费日用品、赠送药物、免
费义诊等方式，放长线钓大鱼，给老
年人制造不花钱就能看病、得实惠的
假象。有的企业打出送100个鸡蛋的

口号：第一次领 10 个鸡蛋，第二次
带人来给 20 个鸡蛋，第三次 30 个，
第四次 40 个……以此“套牢”老年
人。甚至有销售人员称，利用大数据
的方法统计发现，一个顾客被成功转
换，只需要52.7元钱。

据业内人士透露，一些保健品销
售现场的火爆景象，其实是精心策划
的营销噱头。骗子利用各种头衔对自
己进行包装，然后夸大产品效果，运
用“送礼物”“返利”等手段引诱老
年人掏钱购买。一些老年人贪图便宜
参加活动，随后就会以“温水煮青
蛙”方式上当受骗。

其二，是以“专家牌”强力洗
脑。部分不法商家利用所谓的专家做
宣传，通过专家讲座、专家义诊等形
式，打消老年人的顾虑。

为了宣传保健产品的效果，讲座
人往往被冠以国家高级营养顾问、军
医老专家等各种头衔。为了让老年人
对产品深信不疑，讲座者在宣传方面
大做文章，为产品销售做足铺垫。有
媒体调查发现，所谓专家，有的竟然
是卖保健品店主，经过一番包装，

“大忽悠”变成了“大专家”。而在
“义诊”过程中，这些骗子经常凭空
捏造出一些病症，吓唬老年人自掏腰
包买高价保健品。

其三，是以“亲情牌”骗取信
任。一些保健品营销人员采取“温情
攻势”，通过各种“话术”与老人拉
近关系，一旦获得老人的联系方式、

家庭情况等信息后，会表现得非常热
情，不断对老人们嘘寒问暖，关心老
人的疾病，通过逐步的交流来骗取老
年人的信任。

老 人老 人
认知不够 关怀不足

“家里人劝也劝过好多次，可母
亲就是不听。还认为我们不关心她的
健康，只惦记她的钱。”林子说，和
母亲几次“交锋”下来，自己成了坏
人，骗子反倒成了好人。

而在青岛的案件中，向保健品公
司索赔的老人说：“开会时，有的人
买少了，他们就说，你看谁谁一买都
买好几箱，你就买这几盒，让我们觉
得丢人。这么一说，有些人不好意思
就多买了。要不然，业务员就跟着到
家里继续做工作。”

保健品销售乱局频发的背后，是
中国日益加深的老龄化现状。据国家
卫计委预测，到 2020 年，中国老年
人口将达到2.55亿。而在上海，目前
老年人口数量已接近总人口数量的
1/3。这给健康产业创造了机遇，也
让不少人看到了谋财的“机会”。

保健品销售骗局中，老年人为何
总是“受伤”？对此，专家学者归纳
了多方面的原因。多重因素叠加，造
成很多老人在健康恐吓、利诱、情感
攻势等营销手段面前缺乏抵抗力，甚
至心甘情愿被“忽悠”。

从身体方面来看，大部分老人身
体机能下降、活力减退，更容易患
病，很多人也抱有“少生病，给子女
减轻负担”的想法。与此同时，随着
身边老友的离开，出于对死亡的恐
惧，老年人往往更加关注健康。因
此，在保健品销售中，不法分子往往
会编造或夸大老人病情，宣传保健品
的治病效果，利用老人的恐慌达到销
售目的。

从认知能力来说，随着认知能力
的退化，不少老年人的知识结构跟不
上社会发展节奏，辨识能力不足。由
于信息处理能力较弱，在突然获取大
量新信息的时候，往往选择盲从。在

接受信息时缺乏批判精神，对于所谓
“权威”的专家声音更是深信不疑。
一旦观念形成，很难再去信任和听取
不同声音。

此外，老年人面子观念比较重。
研究发现，老年人自尊心比较强，渴
望获得认可与赞许。还有一些老人因
为从众心理，觉得大家都买了，自己
不买就落伍了

更重要的是，来自家庭和社会的
关怀不足，给了违法犯罪分子以可乘
之机。子女不在身边，防范意识变
弱，缺乏亲情关怀，使老人极易中
招，陷入“温柔陷阱”。

国家老龄委公布的数据显示，目
前 我 国 城 乡 老 年 家 庭 空 巢 率 已 近
50%，有的大中城市甚至达到 70%。
有专家表示，长期和儿女分开或者被
亲人疏忽，造成老人情感饥渴。他们
对于交流和被关怀的心理诉求很难得
到满足。一些儿女觉得“自己说话父
母听不进去”，某种程度上也是交流
不足造成的。一些老人在推销人员那
里获得了表面上的尊重与呵护，特别
容易降低对风险的警惕性。

破 局破 局
监管入手 多方共治

据不完全统计，2015 年全国保
健食品生产企业 2600 多家，从业人
员 600 多万人，产值超过 3000 亿元。
巨额产值的背后，暴利促使一些企业
和个人不断升级推销手段，虽然有关
部门从严监管，但保健食品乱象仍难
绝迹。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秘书长刘
学聪认为，保健食品处于食品和药品
间的真空地带，优于普通食品的功效
声称，低于药品级别的市场准入。

“争议”和“混淆”的长期存在，使
保健食品成为了带病前行的巨人。

有业内人士认为，低成本、高利
润是销售者铤而走险的重要原因。销
售保健品动辄收益上万甚至几万元，
而一旦被查处，罚金仅几万元，威慑
作用不足。此外，监管体制的不完善
也使不法分子有机可乘，不少企业抱

着“捞一把就走”的想法搅乱市场，
只要没人举报、无人追究，便可“闷
声发大财”。

刘学聪表示，截至目前，政府对
保健品市场的监管资源和力量捉襟见
肘。从产品准入看，审评部门不到
20 名编制人员，每年需要面对近
6000 个产品的技术审评。从市场监
管看，职能实行属地管理，碍于机构
改革的调整，各地专业的保健食品监
管人员数量在减少，监管能力在下
降，与实际的监管需求严重不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认为，
保健食品乱象与行业风气有关联，由
于一些中小企业和批发、零售商利欲
熏心，导致保健食品业出现“劣币驱
逐良币”的现象。这些无序竞争、没有
底线的企业是行业的搅局者，若不清
理出局将影响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针对保健品市场乱象，一系列政
策“组合拳”正在蓄力之中。上个
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负责
人表示，《保健食品功能目录和原料
目录管理办法》《保健食品标识管理
办法》《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批准管理
办法》《食品安全欺诈行为查处办

法》等管理制度已完成征求意见，将
在近期发布。

其中，即将公布的《食品安全欺
诈行为查处办法》，把以网络、电
话、电视、广播、讲座、会议等方式
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列为食品宣传欺
诈，在对生产经营企业处罚的同时，
将对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进行处罚。

对此，有专家表示，监管部门应当
进一步落实监管责任，对保健品营销
活动进行密切跟踪，严防各种违规宣
传。同时，对涉嫌以欺诈、误导等手段进
行营销的，应当依法追究责任。此外，应
大力推进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对假劣
保健食品、非法添加以及虚假夸大宣
传的生产经营企业，要列入“黑名单”。

避免让老年人成为保健品过度消
费者，子女的作用同样关键。专家建议，
子女和社会要多关心空巢老人群体。子
女的关爱也是重要的保健品，不能让骗
子代替行孝。要帮助老人提高鉴别真伪
的能力，避免轻信、误信；要鼓励老人多
参加科学的健康普及活动，以正确的方
式养生、治病；要常回家看看，避免让老
人感到孤单，让不法分子乘虚而入。

宣称包治百病的保健补品占满货架，保健品推销人员带着老人
出入宾馆、饭店，参加各种“健康讲座”……近年来，随着社会经
济发展，人们更加关注保健养生，保健产业迎来了巨大市场。名目
繁多的保健品、层出不穷的保健方式开始扰乱养生市场。其中，最
主要的消费人群老年人遭受保健品销售骗局的比例最高，甚至出现
了老人因为被骗而自杀的极端事件。

老人为什么这样容易被骗？原因十分明显。一方面，老人对保
健品的认识跟不上养生保健的需求。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和人们购买力提升，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开始注重养生保健，购买保
健品的需求旺盛。但是，很多老人自身并不具备基本的养生保健知
识和对虚假保健品的鉴别能力。需求很旺，知识缺乏，两者距离拉
得越大，受骗的老人就越多。

另一方面，这和中国仓促进入老龄化社会有关。有学者对当前
的中国家庭结构提出一个“421”概念，即每个家庭里，夫妻两人要
照顾1个孩子4个老人。这4个老人里，通常有一到两人缺乏子女关
心和陪伴，成为空巢老人。长期面对孤独和寂寞的老人很容易被一
些保健品营销人员的“温情营销”和热闹讲座吸引，逐渐深陷其中
难以自拔。

当然，保健品行业当前的乱象也不能只归咎于老人。一份保健
品从生产到销售，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缺乏监管，都可能使保健品

“变味”。非法添加、假冒伪劣、非法传销、监管不力等，都加剧了
当前保健品行业乱象。

重典方能治乱、猛药才能去疴。保健品乱象的复杂性，要求社
会多方面齐抓共管、共同发力，用综合治理管住当前养生市场和保
健产品“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

正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所说，“要给优质
产品点赞，把不良奸商拉黑”。从政府角度来说，亟须相关部门严把
审批关、流通关，完善治理体系，强化基层执法，动员社会参与，
形成监管合力，让不法分子产生“痛感”。例如，尽快制定经营保健
品行业规定和营销规范，对企业、从业人员资质及经营地点、方式
等作出明确规定，根治保健品乱象方有制度保证。

社区机构、志愿者组织、医疗卫生机构等应该加大基本卫生知
识宣传力度，多搞一些健康知识讲座，提高人们特别是老人的医学
素养，帮助他们树立顺应自然、科学理性的养生观。

作为子女，更
需要对老年人多一
些关心和关爱。当
老 人 有 了 情 感 依
托，那些“大忽悠”
打出的“亲情牌”就
没了用武之地。

总之，向伪保
健品说不，这是一
个需要多方关注的
大问题。只有多管
齐下，才能构建全
民 特 别 是 老 人 的

“大健康”。

向伪保健品说不
彭训文

欧 洲欧 洲
监管严格接近药品

欧洲对保健产品的上市要求和监
管严格程度几近药品监管力度。虽不
受药品管理法规制约，但欧盟和各国
政府也都对食品添加剂、营养补充剂
制定了极其严密的监管办法，以保证
食品安全及消费者权益。

欧 盟 颁 布 了 一 系 列 法 规 及 法
令，明确规定了膳食补充剂的定义
及范围、原料使用及来源、经营企
业必须遵守的操作规范要求，以此
确保保健品的取材、生产、加工、
上市、流通各个环节都在严格监管
范围内进行。

针 对 保 健 品 特 有 的 “ 功 能 声
称”，为杜绝保健品市场的谎报、
作假、夸大现象，除了负责严格立
法及执法的欧盟委员会，欧盟还设
有欧洲食品安全局 （EFSA）。2014
年，欧盟还更新了相关标签法规，
要求厂商提供更详尽的有关成分、
过敏原信息。针对因各国法定标准
不同造成的营养素滥用及过量摄取
的现象，欧盟也一直在研究和统一
修订相关法令。

尽管如此，去年 10 月，欧盟食品
消费者协会（BEUC）发布报告指出，
欧盟保健食品管理立法存在漏洞和风
险，给消费者造成众多潜在健康危害。

美 国美 国
假冒伪劣也不少

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使用膳食
补充剂，通过保健品寻求健康。2013
年，全美保健品销售额达到130亿美
元。

哈 佛 大 学 研 究 人 员 发 现 ，
2004-2012 年间，美国有 237 起膳食
补充剂被召回事件。2015 年，纽约
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一份调查报告显
示，沃尔玛等四大零售商出售假冒保
健品，还对具有潜在危害的植物维生
素补充剂置若罔闻。

一直以来，公众认为美国保健品
与药品一样受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 （FDA） 的严格监督。但事实并
非如此。根据 1994 年的联邦法律，
保健品在投入市场前不需要经过严格
的审批流程以证明使用的安全性及有
效性，各保健品公司确认自家产品安
全且标签成分准确即可。

2007 年后，美国对保健品行业

的监管有所收紧。保健品制造商要求
在 15 天内向 FDA 随时报告消费者使
用 后 出 现 的 严 重 医 学 反 应 ； 2012
年，美国卫生部发布报告称，保健品
标签上声称的成分及功效往往缺乏科
学依据。随后，保健品生产商被要求
向 FDA 注册保健产品，标注产品详
细成分。

日 本日 本
保健食品纳入法制

日本从战后到 1991 年，保健品
自由发展，管理缺乏规范，在此期间
主要由民间团体“财团法人、日本健
康食品协会”作为政府外的行业自主
管理体系，制定健康食品标准，办理
许可手续。

1991 年，日本修改通过了 《营
养改善法》（现改称为 《健康促进
法》），在特定营养食品中的第二大
类第四小类中，将功能性食品正式定
名为“特定保健用食品”。日本厚生
劳动省发布的“卫新第 72 号文件”
将特定保健用食品定义为“凡符合特
殊标志说明属于特殊用途的食品，
在饮食生活中为达到某种特定保健目
的而摄取本品，并有望达到一定保健

目的的食品”。
通过实施营养改善法细则，日本

将特定保健食品的管理纳入了法制轨
道。日本特定保健食品的审批要经过
从申请者、保健所、都道府县或政令市
或特别区，最后到厚生省并委托特定
保健用食品委员会和国立健康营养研
究所讨论的程序。日本民众对于保健
产品较为熟悉，这也使得一定阶段内
特定保健食品在日本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

（本报记者 刘 峣辑）

他 山 之 石

保健品监管 各国都“挠头”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在宁夏银川，一处保健品展台通过向老年人免费发放各种小礼品，获得了领取人的姓名、电话、患病症状、详细
住址等信息。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