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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了解到，与以往
保健品市场曝光的打“亲情
牌”、“免费牌”、“专家牌”等销
售“陷阱”不同的是，如今市场
上的保健品经销商往往证照齐
全，售卖的保健品多为正规厂
家生产的合法产品，但在定价、
销售手法上“推陈出新”，让不
少老年人不但自己上当受骗，
还会主动帮着商家推销。

变化一：
保健品定价标准难寻

不少保健品的单盒售价高
达三四千元，而市场上标价在
万元以上的保健品也并不少
见，老年人购买保健品时并没
有价格标准可循。记者就保健
品价格问题咨询物价部门了解
到，保健品价格为市场指导价，
即价格放开，由经营者自行定
价，物价部门不做统一的定价，
消费者自行决定是否购买。如
经销商未明码标价，物价部门
在接到投诉后将督促其做好明
码标价工作。

变化二：
“游击队”变“正规军”

记者调查了解到，如今保
健品销售商多有固定的经营门
店并且具有合法的营业执照和
《食品流通许可证》，但是销售
推广则放在大酒店举行，监督
维权存在困难。“他们不让年轻
人到会场，主要是怕执法部门
和记者。”

变化三：
消费者变身“销售员”

过去，保健品销售商往往
通过专家现场讲座、访谈进行
宣传、销售，现在则转向通过
“老年人向老年人推销”的方式
进行推广。作为普通消费者的
老年人，即使现场如何夸大功
效，执法部门也难以有效监管。

据《经济参考报》

记者从收到的读者报料中可以看
到，现在市场上在售的保健品可以分
为两类，一类是的确有正规的生产厂家
和批号的保健品，也就是保健食品。《食
品安全法》规定，作为特殊食品的一种,
允许“保健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但
其标签、说明书及广告宣传中不得涉及
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保健食品是具有
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作为食品的一个
种类，保健食品具有一般食品的共性，
既可以是普通食品的形态，也可以使用
片剂、胶囊等特殊剂型。但保健食品不
能以治疗为目的，不能有任何毒性，可
以长期使用。如果这类保健品有出现夸
大宣传称可以治疗疾病的情况，消费者
就要提高警惕了，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数据查询”栏目
查询产品的真实情况。
还有一类就是完全是假冒伪劣的

产品，就为了骗钱，这一类的销售组织
基本上是“打一枪换一地方”，营销手
段也是先送东西吸引老年人，然后通
过讲课等手段销售，待产品销售差不
多了就一走了之，消费者即使发现问
题再去找也已经找不到了。
对此，市食药监局的工作人员提

醒，消费者不要盲目参加任何以产品销
售为目的的健康知识讲座、专家讲座
等；不要盲目通过会议销售、电话销售、
免费试用等活动购买保健食品；不要购
买无保健食品标识的非法保健食品。

“渴望健康，渴望关心和陪伴，这
是每一位老人的需求，现在市场上的
各种保健品销售就是利用了这一心理
需求，从而达到他们的经济目的。”山
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恩民表示，
不少老人平时省吃俭用，但一遇到卖
保健品的却能一下子花费上万元购
买。也因为这种经济利益的驱使，保健
品市场出现了不少乱象和纠纷。王恩
民表示，老年人尽量不要去购买那些
过度宣传其治病功效的保健品，如果
一定要购买，也要选择有国家批准文
号的正规产品，购买后保留好收据和
发票等凭证，一旦出现纠纷及时处理。
由于不少保健品有正规的批准文

号和厂家，尽管现在保健品的销售饱
受诟病，甚至被称为“掏老族”，但执法
部门往往很难追究他们的责任。
王恩民认为，目前加强保健食品营

销市场管理，需要健全法律法规，尽快
制定出台保健食品监督管理办法和条
例，明确保健食品管理部门及其职责，
建立完善“谁监管、谁处罚、谁担责”的
相关条例制度，为加强保健食品生产经
营和监管工作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
障。同时，认真做好保健品广告审查监
管工作，从源头杜绝虚假广告误导公
众，并对违法广告依法严惩，提高违法
成本，引导企业回归以质取胜的正道。

利用老年人对身体健康的追求，和渴
望得到陪伴与关注的心理，这些保健品营
销人员的手段屡屡得手。本报记者也曾连
续报道了几起案例，都是老人不听家人劝
说，偏要购买保健品，有一位老人听信保健
品营销人员的宣传，直接把降糖药给停了，
导致自己糖尿病并发症入院治疗。
对于保健品公司的营销策略，从网上一

篇保健品业务员的爆料帖中可以看出一些
内情。帖子称，“几年前，我进入社会的第一
份工作就是在浙江某保健品公司当业务员，
尽管才干了两个月，如今回想起来依然感
慨：保健品销售套路太深了。上班伊始，营销
经理便对我们培训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特殊
销售‘技巧’：比如通过听课有奖、免费旅游、
回收药品、免费体检、家访送礼等活动，跟老

年消费者建立起联系。联系确立起来之后，
便可以利用老人比较孤独或者渴望治病、
保健的心理，先以关心换取对方信任，再
告知老人体检‘有问题’，这时候便可以大
力宣传公司的产品，例如保健棉被、棉垫、
保健枕的功效，告诉老人这些寝具‘可产
生特殊的远红外能量场，能有效控制或治
愈高血压、糖尿病、神经衰弱、失眠症等疾
病’。此外，公司还有一种离子水机，‘通过
电解自来水产生碱性离子水，也可治愈许
多疾病，如原发性高血压患者，不用药物
治疗，单靠饮用大量碱性离子水，血压就
能控制’。当同事们把这些原理向老年人
不断灌输时，他们逐渐感觉有些道理，便
稀里糊涂购买了上万元的保健寝具和五六
千元的离子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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