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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研究起草
了《关于促进老年用品产业发展的指导
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
稿》),并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到 2025年,老年
用品产业总体规模超过5万亿元,老年用
品产业体系基本建立,市场环境明显优
化,产品标准、法规、政策措施进一步健
全,市场监管力度不断加大,政府公共服
务能力显著提高,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环
境明显改善。

需求快速增长 市场还需规范

《征求意见稿》强调,要优化消费环
境,培育规范消费市场。

对于老年用品市场存在的一些问题,
辽宁大学中国老龄政策法律研究所所长
任际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两大原
因所致,一是老年用品需求快速增长,而市
场机制尚未健全；二是老年用品市场有多
样化需求,而有效供给能力却有所不足。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张
丽云认为,老年人由于年龄偏大,对于老
年用品辨识能力下降。而且老年人到了
一定年龄之后,身体每况愈下,会出现各
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容易产生病
急乱投医的心理。所以,利益驱使下,一
些无良商家、不法分子做出坑骗老年人
的行为。

“现在对于老年用品,并没有做出严
格划分,也就是说,老年用品市场产品供
给方面并没有特殊准入,或者说是识别标
志。”张丽云说。

张丽云还认为,执法面临困难也是导
致目前老年用品市场不规范的一个原
因。“执法是需要法律依据的,只要产品不
违法,没有明显伤害人身体的情况,那么

作为执法部门就没有办法去处罚。现在
有些老年用品,都是打着保健品的名义去
卖,号称能提高免疫力、增强心肺功能、软
化血管等。这样的情况让执法部门感到
很为难,因为无法判定到底有没有用,缺
少权威依据。更何况有的老年用品是正
规厂家生产的,又有正式编号,就更加难
以判断。”

“在执法实践中,要认定违法违规事实
并且去处罚对方的话,那一定是那种已经
触犯了法律底线、明显违法的问题。但事
实上,我个人认为,在老年用品市场上,一些
被认为有问题的产品都是边界产品,也就
是说并没有明显违法违规,所以这也导致
在执法中遇到一些困难。”张丽云说。

培育市场活力 严控传播渠道

据了解,此前民政部印发的《关于进
一步扩大养老服务供给 促进养老服务
消费的实施意见》也提出,要实施科技助
老示范工程,支持新技术在养老服务领域
的深度集成应用与推广,开展老年用品质
量提升行动,采取多种措施提升老年用品
质量；鼓励开展“孝老爱老”购物节活动,
引领老年用品消费潮流。

任际认为,尽快培育市场的适应能
力,加快老年用品开发,依法规范市场,培
育市场活力,是解决老年用品市场存在问
题的关键所在。“这不仅有益于老年用品
市场的繁荣和发展,而且能够防止和减少

老年人上当受骗的概率。这需要从三个
方面同时发力,首先,培育和健全老年用
品市场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其次,完善老
年用品市场的多元供给体系；再次,优化
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维权体系。同时还要
加大宣传力度,帮助提高老年人自身的防
范意识。”

“从传播媒介方面来说,老年人为什
么会获得这方面的信息,是谁推荐给他们
的?主要有三种渠道,一是电视广告,一是
网站广告,三是线下市场推广。这三种渠
道,我们都应该想办法进行规范,只有把
传播媒介这一环节控制好了,才有可能确
保老年人不会接触到那些非合规产品,这
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张丽云说。

任际认为,还应该有一些更加细致的
措施,保障老年用品市场健康发展。“老年
用品或养老用品需要更加精准化、专业
化,以满足老年用品或养老产品的多层次
需求。应当加大对老年用品市场的支持
力度,特别是鼓励有条件企业进入老年用
品市场,强化老年用品市场投融资力度。
此外,依法规范市场,不断完善有利于市
场发展的法律法规政策。逐步形成各类
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监管及时有效、
市场内生动力不断被激发、产业链整体
得到优化的综合治理环境。”

对于《征求意见稿》的出台,任际认
为,不仅有利于推动养老服务市场政策体
系的形成和完善,而且有利于提升老年用

品质量。《征求意见稿》在标准细化方面
有很好的指导性。“比如对老年人食品、
药品、穿戴或行走等产品的实用性、特殊
性都提出了要求。”

“《征求意见稿》确定了促进老年用
品产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基本目标,特别
是围绕政府公共能力的提高,市场竞争秩
序和消费环境的改善,提出了有针对性的
产品标准、政策、规定。有利于规范老年
用品市场,引导老年用品产业高质量发
展,并且通过促进老年用品产业发展政策
制度的形成,逐步构建完善的老年用品产
业体系、增强适应老龄化社会的产业供
给能力,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消费需求,
这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
新动能。”任际说。

张丽云认为,加强对老年用品市场的
支持力度、治理力度,这将是一个长期趋
势,也需要建立长效机制,并作为市场监
管的长期目标。

（人 民）

构建完善产业体系

满足老年人多样化消费需求

11月 3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开展
北京市老年群体保健品消费认知及消费
状况调查，归纳出以下调查结果。

保健品消费重度群体老年人是保健
品消费主要群体，中度和轻度群体老年
人比重较高。

调查数据显示，从群体划分结果来
看，在老年保健品消费群体中，中度和轻
度群体老年人的数量较多，两部分群体
老年人占比达到79.24%。

但是，在购买过保健品的消费群体
中，保健品消费重度群体老年人均购买
过保健品，且占购买过保健品的老年人
消费群体的比例较高，为44.54%。

保健品消费重度群体老年人保健品
消费意愿较强，中度和轻度群体老年人
相对较低。

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总体上对保
健品的购买意愿较低，仅有14.09%的老
年人未来一年内计划购买保健品。

但是，从划分的群体来看，重度群体
老年人购买保健品的意愿较高，46.63%
的重度群体老年人计划购买，远高于中
度群体老年人的 10.83%和轻度群体老
年人的0.32%。

保健品消费重度群体老年人更具理
性消费意识，中度和轻度群体老年人更
依赖感性认知。

调查结果显示，保健品的效果及其
成分是老年人消费关注的主要因素，比

例为65.59%，且保健品消费各群体老年
人 关 注 效 果 及 其 成 分 的 比 例 均 在
60.00%及以上。但是，保健品消费重度
群体老年人在关注保健品效果及其成分
的基础上，有41.10%的重度群体老年人
会查看保健品的价格、35.58%的重度群
体老年人关注现场体验或展示效果、
31.90%的重度群体老年人会关注销售
人员服务态度。

专卖店是保健品消费重度群体老年
人主要消费渠道，中度和轻度群体老年
人以销售公司活动为主要途径。

调查结果显示，从总体上看，保健品
公司组织的销售活动是老年人的主要消
费渠道，43.32%的老年人表示通过销售
公司活动购买；其次是专卖店和销售人
员推荐，比例分别为28.96%和27.97%。

但是，从划分的群体来看，保健品消
费重度群体老年人主要通过保健品销售
专卖店购买保健品，比例为 43.56%；同
时，通过正规药店消费的比例同样较高，
为26.99%。相对而言，保健品消费中度
和轻度群体老年人主要通过销售公司销
售 活 动 购 买 ，比 例 分 别 为 44.38%和
44.19%；其次是销售人员推荐，比例分
别为28.13%和30.23%。

保健品消费重度群体老年人保健品
消费安全意识较高，中度和轻度群体老
年人相对较低。

调查结果显示，在查询销售公司信

息上，37.42%的重度群体老年人表示会
查询销售公司信息，比例远高于中度群
体老年人的 14.38%和轻度群体老年人
的4.65%；在获取收据或发票上，40.49%
的重度群体老年人表示有发票或收据，
同样高于中度群体老年人的 36.25%和
轻度群体老年人的30.23%。

在遇到保健品质量问题上，保健品
消费重度群体老年人遇到保健品问题的
比例为26.38%，低于中度群体老年人的
40.00%和轻度群体老年人的37.21%。

亲人或朋友介绍成保健品消费重度
群体老年人保健品信息获取主要渠道，
大众媒体是中度和轻度群体老年人主要
途径。

调查结果显示，在保健品信息获取
渠道方面，电视等大众媒体，以及家人、
朋友介绍是老年人获取保健品信息的主
要渠道，比例分别为55.89%和45.08%。

从划分群体来看，保健品消费重度
群体老年人通过家人或朋友介绍获取保
健品信息的比例较高，达到63.19%，远高
于中度群体和轻度群体老年人。相对而
言，电视等大众媒体是保健品消费中度和
轻度群体老年人获取保健品信息主要渠
道，比例分别为57.64%和54.22%%。

夸大宣传是主要问题类型，保健品
消费轻度群体老年人遇到销售公司不退
货或退款比例较高。

调查结果显示，从老年人遇到的问

题类型来看，广告宣传夸大其词或与
实物不符是老年人遇到的主要问题类
型，比例为 78.32%。

从划分的群体来看，保健品消费的
轻度群体老年人遇到销售公司不给退
货或退款的比例较高，均为 31.25%。

超七成保健品消费老年人愿意通
过消协维权，不愿维权老年人认为浪
费时间是主要原因。

通过调查发现，在遇到保健品问题
时，73.76%的老年人愿意通过消协进
行维权。但是，在不愿意维权的老年
人中，觉得太麻烦、不想浪费时间是主
要原因，比例为 50.00%；其次是觉得损
失不大、没有必要，为 41.51%。

加强监管是老年人主要期望措施，
保健品消费中度和轻度群体期望加强
宣传引导比例较高。

通过调查发现，对于期望消协采
取的措施，督促相关部门加强保健品
监管力度是老年人的主要期望措施，
比例达到 71.78%；其次是完善老年人
消费权益保障立法，以及加大老年人
宣 传 引 导 力 度 ，分 别 为 65.84% 和
64.85%。

从划分的群体来看，保健品消费的
中度和轻度群体老年人期望加大消费
宣 传 引 导 力 度 的 比 例 较 高 ，分 别 为
68.13%和 65.12%。

（中 消）

北京市老年群体保健品消费认知及消费状况调查结果发布
11月3日，《北京市老年人保健品消费认知及消费状况调查结果》

对外发布。北京市消协提出建议，应给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设立期
限为一个月的“消费犹豫期”，购买的保健品在犹豫期可以退货。

老年人在保健品消费上屡屡吃亏上当，已成社会之痛。商家一忽
悠便动心，看到他人购买就随大溜，这个吃了无效就买别的，有些老人
家里的保健品琳琅满目堪称小超市。有啥别有病，不生病就是给家里
省钱了，是老年人购买保健品的美好愿望，也是容易上当受骗的心理
原因。

吹得神乎其神的保健品毕竟不是神药，一旦保健品“失效”，愿望
必然落空，老人便后悔买时太冲动，听信了商家的一面之词。调查数
据显示，近四成老年人后悔购买某款保健品。可这又是“一个愿打一
个愿挨”的市场行为，消费一旦完成，除非涉嫌违规违法，老年人除了
徒叹奈何，是找不到后悔药的。

保障庞大的老年群体的切身利益，维护体量巨大的保健品消费市
场的健康发展，确有必要设置一个缓冲地带，给冲动型老人的保健品
消费行为上个保险。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市消协提出的“消费犹豫
期”，避免保健品夸大其词与实物不符，就是一个针对性强且易操作的
路径。在犹豫期内，老年消费者不仅可以静下心来思考商家推销话语
的可信性，也可以多方了解所购商品的功能、其他服用者的效果等信
息，更有可能避免“买到手就伤了心”的尴尬处境。

与其事后维权，不如事前防范。毕竟让上当受骗的老年人去举
报、投诉、配合调查，较长的时间、繁琐的过程、大量的精力无异于让他
们受“二茬罪”，即便最后合法权益得到维护，老人身心俱疲，也没有多
少高兴可言。设立“消费犹豫期”算不算搞特殊？这样的特殊待遇不
妨有。因为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尤其在老年人保健品市场
鱼龙混杂的当下，需要类似“特殊条款”的保障，切断非法保健品的后
路，为老人购买保健品保驾护航。

当然，设立“消费犹豫期”保障老年群体消费权益的同时，也要保
护好守法诚信的商家利益，细化量化消费犹豫期内的商品退货标准，
防止有些人钻制度空子，消解制度善意。同时，针对以免费领取物品、
知识讲座、茶话会等保健品销售方式，诱导或欺骗老年人购买保健品
的企业，要一如既往地加大惩罚力度，让其得不偿失。

其实，早在两年前，北京市消协就曾呼吁设置老年人消费犹豫期条款。可见，
要从意见建议上升到法律法规，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社会共识，但诸如此类
建议，可以让老人感受到监管部门的关爱，让非法保健品企业感受到来自监管部
门的压力。

（北 晚）

针对老年人保健品消费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北京消协为了更好地保障老
年人合法权益，以调查结论为依据，从
政府、立法、企业主体与行业自律、宣传
引导、老年人子女、社会监督力量等六
个方面，提出以下建议：

从老年人保健品消费特点出发，健
全老年人消费保障法律法规

北京市需要进一步健全相关法律
法规，为老年人保健品消费提供更加安
全放心的市场秩序，更好地维护老年人
合法权益。

一是健全保健品销售方式立法，即
针对以免费领取物品、知识讲座、茶话
会等保健品销售方式，诱导或欺骗老年
人购买保健品的企业，加大惩罚力度，
并纳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二是增加老年消费者撤回权利，即
针对 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增加消费
犹豫期，期限为一个月，在消费犹豫期
内购买的商品，老年人享有撤回权利，
可以向经营者要求退货，经营者不得拒
绝或拖延，以此避免老年人因为消费信
息缺乏导致的非理性消费问题。

创新保健品监管方式方法，加大保
健品监管力度

对于维护老年人权益保障，北京市
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创新保健品市场监
管方式方法，加大保健品监管力度，构
建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一是完善保健品市场监管方式，政
府需要建立统一的数据平台，实现执法
信息共享，对于受到处罚的保健品销售
企业，通过信息共享，可以及时开展重
点监督，降低保健品销售风险，为老年
人创建保健品放心消费环境。

二是加强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相
结合，充分发挥违法失信企业制度效
果。对利用健康讲座、旅游等活动欺
骗老年人购买保健品的保健品公司，
相关政府部门要及时纳入违法失信企
业名单，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保健品消
费风险企业数据库，进一步加强企业
监管。

强化企业诚信经营和行业自律，落
实企业主体责任

充分发挥保健品销售企业的力量，
促进行业自律，是强化保健品销售企业
诚信经营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保健品
销售过程中，保健品销售企业可以从两
个方面加强企业诚信自律。

一是保健品销售企业严格遵守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在销售保健品过程
中，依据保健品功能成效，真实宣传保
健品，并主动出示相关证件，保障老年
人的选择权和知情权。

二是加强保健品销售人员培训，明
确企业销售人员的法律法规知识、行业
规范等内容，并以此为基础，加强销售
人员管理，规范保健品销售宣传。

优化保健品宣传引导，提升老年人
消费安全意识

北京市需要以保健品消费中度和
轻度群体老年人为重点，加强保健品消

费宣传，有针对性地提高老年人保健品
消费安全意识。

一是需要针对老年人保健品消费
的主要渠道，以及保健品信息获取渠
道，采用电视等大众媒体等多种方式开
展宣传，对保健品销售企业组织的宣传
讲座、茶话会、促销会，以及销售人员的

“推销策略”进行有效宣传，引导保健品
消费的中度和轻度老年人开展正确消
费，提高其判断能力。

二是针对保健品消费中度和轻度
群体老年人特征，采取多种方式，宣传和
告知老年人保健品信息查询、保健品消
费凭证获取的方式方法，以及保健品行
业的违法失信企业，提高老年人保健品
消费的安全意识，及时规避消费风险。

三是在保健品消费过程中，老年人
需要时刻保持保健品消费的警惕性，及
时查询保健品企业及其产品的信息，一
旦发现企业存在违法违规的行为，要留

取相关证据，并通过多种方式依法维护
自身权益，保障自己利益不受损害。

加强子女亲人的消费引导，保障老
年人保健品正确消费

引导老年人正确消费保健品，需要
发挥子女和亲人的作用，保障老年人保
健品消费的安全。一是加强子女、亲人
对老年人保健品信息宣传，使老年人对
保健品、保健品销售企业等有正确的认
知，尤其是家里有保健品中度或轻度消
费群体的老年人；二是加强老年人消费
监督，尤其是针对保健品中度和轻度群
体老年人，老年人子女需要加强老年人
消费的监督，及时发现保健品消费存在
的问题，并引导老年人正确消费。

充分利用社会监督力量，形成社会
共建共治格局

针对保健品销售公司销售活动隐
蔽，以及老年人“爱占小便宜”等消费特
点，北京市需要充分利用社会监督力

量，形成社会共建共治的格局。
一是北京市各级老龄委加强老年

人保健品消费宣传，告知老年人保健品
消费存在的“陷阱”，提高老年人保健品
消费的安全意识，引导和保障老年人开
展保健品正确消费。

二是强化媒体的监督力量，有效发
挥传统媒体、互联网媒体等多种媒体的
社会监督作用，及时曝光保健品销售公
司的违法销售行为，督促政府加强监
管，为老年人保健品消费提供信息支
撑。

三是充分利用社区和社区志愿者
的力量，在社区建立老年人消费监督
员，即针对主要以保健品销售公司活动
为主要消费渠道的中度和轻度群体老
年人，由相关部门提供培训和举报电
话，由社区志愿者对周围老年人保健品
消费渠道进行了解，对发生的违规销售
活动、违规宣传的保健品销售企业进行
监督。通过监管部门、社区与社区志愿
者的合力，加强保健品消费的社会监
督，形成保健品消费的社会共建共治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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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消协就老年人保健品消费安全提出六方面建议

据《2018中国老年人“网瘾”热点监测报告》显示，我国 60岁
及以上网民已超半亿人，8.7%的老年网民日均上网时长超 4小
时。爱上网的老年人群在网上已经形成了一股新生力量，他们不
但交友、网购，还在网上K歌、发小视频。

各大网站数据都显示，当前网上老年消费人群快速扩大，
老人的消费和娱乐意愿空前强烈。《线上生活消费数据报告》
显示，现在的老年人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节衣缩食、足不出
户、在家抱孙”的传统形象，更加注重生活品质，“银发消费”正
逐渐从生存型转向乐享型。

苏宁易购数据显示，近年来购买智能手机的老年用户越
来越多，老年人购买智能手机的数量同比增长了 12.5%。与此
同时，使用在线支付方式的老年人群数量增加。支付宝数据
显示，目前 55岁以上用户人数达到了 1000万人。

老年人爱上了智能手机，也爱上了买买买。但是，老年人
在兴致高昂地参与网购的同时，却也面临着掉入网购陷阱的
风险。

“在线支付，这已经是最基本的了，我还会网购、团购，用
各种APP 消费。”家住北京的刘阿姨今年 71岁，是一名退休教
师。她说：“原来都是我女儿在网上购物，往家里买东西，开始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我学会了，不但自己在网上买，
还用手机叫过跑腿买药。有时候我还会给外地的孩子们买点
东西，直接快递到他们的家里去，特别方便。”

据了解，因为网购的老年人增多，各大电商平台也将视线
对准了老年消费群体。目前，在淘宝直播上每天就约有 1000
场针对中老年人群的直播，而且淘宝还在积极招募有一技之
长的中老年主播。

天猫数据也显示，老年人在网上购物不但要实惠，还要时
尚。今年国庆期间，天猫数据显示，“爸爸秋冬外套”的搜索量环

比前一周增136倍，“中老年妈妈秋装上衣”的搜索量环比前一周增64.6倍。记
者在天猫搜索发现，如今的中老年服装已经不是厚重、老气的样子，很多服装款
式根本分不出是老年款还是青年款，只是在厚度、面料上有所区别。

不仅是在服装方面老年人讲究款式，在其他商品的购买上，老年人也很
讲究潮流趋势。口碑数据显示，45岁以上中老年群体已习惯在逛街出行时
用手机买奶茶和咖啡。他们不仅爱拿铁、焦糖奶茶等经典搭配，也爱醋意桃
桃、石榴仲夏梦等网红新品。

网购，折射出老年人也都有一颗追求时尚的不老心。
（李燕京）

声 明
我厂即日起解除本公司销售部长刘

云 波 同 志 （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226196310170415）全权负责北京、廊
坊及周边地区50KM之内的市场开发、招
商与销售及售后服务工作的授权。

青岛翔鸣酒厂
李政波

2019年11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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