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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售卖假古董，三大套路让老人借贷下单

为了买“古董”
老人顿顿吃咸菜

网络直播间已成为购物的一个重要渠道。近日，有消费者
反映家中老人听信直播间主播“捡漏、升值、高价回收”等话术，
购买了大量假古董、玉石等商品，甚至沉迷其中，为了“投资”还
背上高额贷款。而子女们发现时，常常为时已晚，除了退款维权
艰难，他们更担心的是老人们的心理状态。很多老人并不相信
自己被骗，对这些假古董、玉石、邮票、收藏货币等产品不久后就
会被高价回收，或成千上万倍增值深信不疑。老年人为何会陷
入直播间假古董销售骗局？此类乱象又该如何遏制？

那么，该如何有效地将沉迷在直播间的老人拉回现
实生活？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钢认为，老
年人沉迷于直播间的假古董，反映出网络环境下的老年
人权益保护问题。“老年人的权益保障没有适应新的经
济、文化、技术等发展的节奏和步伐。比如未成年人网
络保护条例，强调网络的分级分类管理，那么是不是可
以规定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无理由退货时间翻一倍；
七十岁或者几十岁以上的老年人有绝对的反悔权。”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健康学院院长、老年学研究所
所长杜鹏表示，完善老年人网络消费管理之外，更需要
家人、社会帮助老人对新事物树立正确认识。

“管的方面，要加大网络消费管理。从根本上来说，
还是要提高老年人对这些新的兜售、销售模式的认识。
既要有宣传，也要有家人对老人的关心，特别是在防诈
骗宣传方面，及时进行传播其虚假的成分是什么，让老
人与时俱进地去更新他们对社会的了解。”杜鹏说。

从网络生态治理及直播内容管理的角度来说，多
位专家认为，加强多元共治任重道远。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电商协会会长认为，当下，自然人网店即个人通
过网络开展经营活动的经营者，数量众多，促进电商经
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监管难点。相较于一般商品
5%到 15%的佣金返点，所谓的藏品、假古董返点达到
50%左右，高额的利润让这些主播套路不断、铤而走
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文物销售单
位或拍卖企业实行许可证制度，类似藏品这样的商品
在网络直播间销售，是否也可考虑推出事前认证标
准。其表示：“像这种直播间，它要上架，必须有平台认
证，以企业的方式去认证，个人要做可以，必须背靠大
公司或背靠企业，这家公司必须有多少注册资金、这个
企业营业执照类目里面到底有没有相关的资质，就是
出了问题至少有人能兜底。”

胡钢表示，对销售此类商品的直播间，还应加强行
为监管，最终通过政策、法律的完善遏制乱象。“我们要
强调网络监管，包括市场监管，我更多地引入一个概念
——透明度监管。因为现在有些公司具有强烈的欺诈
倾向，凡是涉及这种声称艺术品，或者传统意义上认为
具有某种投资属性的有形物商品进行销售的，必须公
布进价。另外，在特定行业，销售额达到一定数额或者
是强度，就要求强制披露。规范的次序一般是企业自
律，然后行业进行规范，监管部门出台一个指导意见，
到部门规章，最后是法律的调整，就是说，各方面要共
同发力。”

套路一：通过低价日用品引流，逐步诱导老人购买

多位家属告诉记者，老人们并不是一开始就买这些高价的假古董，此
类直播间往往都是用低价的生活用品吸引老人。家属刘泊都说：“她开始
买一些生活用品，后面就无聊刷刷，就被引流到这些直播间了，一听可以一
夜暴富、价值连城，也跟着拍，就拍进去了，被带入那个环境后，会不自觉地
被感染到，而且每天都得拍，不拍前面的就不回收了。那些主播又很会说，
老爹、老妈地叫着。”

一些直播间还通过将价格极低的产品与高价商品混卖的方式来诱导
购买。给多个直播间供应邮票、收藏钱币、文物等商品的一个河南商家说：

“店铺里有比较贵的，上千元的，也有十块钱左右的邮票，是福利品，不赚
钱，走量的。”

套路二：虚构剧本、谎称“一夜暴富”

今天以几百、几千元的价格拍下这些字画、假古董、纪念币等商品，几个
月后主播团队将以几百万的价格回收，或今后将成千上万倍地增值，是吸引
老人深陷直播间的常见话术。家属王梅说：“他的说辞就是，这个东西你要藏
起来，不能让自己的家里人或其他人看到，放几年，或者说直播间的人过段时
间会上门回收，或让参加他们免费的拍卖会，现在是两千块钱拍的东西，到时
候会升值到两百万或者几百万，会让你一夜发财致富。”

记者蹲守的一个销售玉石的直播间，上演的则是一场“PK大戏”，连麦
双方看似站在对立的阵营，输的一方，主播团队会随意贱卖其商品，以此为

“粉丝”们“出气”。号称价值上万元的手镯，主播几经降价，最终以200元上
架，直播间数据显示，4分钟卖了4000多件。实际上，这只是价值几十元的
普通东陵玉。

随着消费者投诉的增多及监管的加强，记者发现，不少主播已少有通
过“承诺回收”来诱导购买，更多的是通过所谓的信息差来打造自己的有钱
人人设，让“粉丝”们相信，这些商品极具收藏价值。

套路三：不断开新店铺规避举报及审查

令家属们困扰的，还有不断更换的直播间。主播通过开小号、新号，甚
至引流至群聊等渠道，一方面使得购买金额过于分散，家属们退款困难；另
一方面也有效地逃避多方审查。家属王梅建立的维权群里，这种情况十分
常见。“直播间确实是封了一部分，但他会导流到另一个号上去，换一个主
播接着播，甚至有些加了老人的微信，在微信上又给他发链接，接着去买。
因为太零散了，像我们群里，有几个老太太都下了一千多单，一单两千、三
千、五千的，怎么去立案？”王梅说。

在一起针对玉石直播间的打击中，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发现涉案团
伙的直播间一周更换一次。普陀分局真光路派出所民警顾赟权说，约三分
之一的受害者是老年人。“正常直播间如果要销售这么高金额的物品，有担
保金。因为他们保证金交得少，就交了五百块，所以这个直播间只允许播
一周左右，这个直播间停了之后，把账号注销掉，一周之后还能重新再注
册，他们就几个账号翻来覆去用。现在像这种资金流向其实很难查，我们
这个案子，他们有一个微信群，所以被害人就比较清楚，如果通过他的资金
流向再反查，工作量会非常大。”

距离王梅（化名）建立“电商维
权群”，已过去了大半年时间，尽管
群友有进有出，截至本月，群里依然
有300多名家属。

王梅告诉记者：“我让大家统计
一下被骗了多少钱，大部分人不愿
意去登记，登记的应该是被骗了
500多万元。”

王梅提供给记者的一份表格
中，仅有 37名家属进行了登记，他
们的亲属在直播间买了工艺品、字
画、玉石、收藏钱币等，少则花费几
万元，多则上百万。这些购买者的
年龄在50岁到70岁之间。

王梅告诉记者，此前她的舅舅
不断以治病为由找家人借钱，发现
钱流向直播间后，家人劝说舅舅退
货，但仍有两万多元未能追回。

在维权群中，难以追回损失的家
属有很多。刘泊都（化名）此前一直在
外工作，去年10月份她回家后看到，
客厅里、床底下堆满了妈妈买的所谓
的“古董”。刘泊都说，为了买“古
董”，妈妈把她送的金首饰给卖了，自
己舍不得吃，一天三顿都是咸菜。

发现妈妈沉迷在网络直播间购
买这些商品，刘泊都没再回去上班，
一边陪着妈妈，一边专职在家里按
购买记录联系退货。30 万元左右
的产品通过平台、直播间、商家等多
种渠道，退回了20万元左右。

“我每天坐在家里从早上退到
晚上，每天都在打电话，在联系。平
台一共给我退了十单左右，商家大
多数都挺难同意退款的，因为涉及
他们之间的利润，商家觉得‘我又没
挣到那么多钱，不可能给你退那么
多’。主播也骗他们（老人），发货不
是能看到物流信息嘛，他告诉老人，
看到物流信息以后就点收货、好评，
完了把订单删了，这些东西就找不
着了，有的人根本就没给发货。”刘
泊都说。

王梅给记者提供了几张截图，
商家页面上标注的是价值高达几百
元的绿萝、纸杯之类的商品，但实际
上老人买的都是所谓的“藏品”。

在维权群里，老人认识到自己
被骗，并愿意让子女、晚辈帮忙退款
的，已算是幸运。不少家属告诉记
者，父母沉迷其中，如果儿女提出退
货退款，严重的甚至要跟子女断绝
往来。

沉迷直播间
借钱都要买

三大套路让老人深陷其中

老年人合法权益如何保护？经过多方调查采访，记者梳理发现，这些直播间有一整套
循序渐进的操作套路和模式，使得老人们深陷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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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央广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