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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点1
老人情感上不愿相信老人情感上不愿相信

“咱爸最近要问我借10万元钱，也
没说要干吗，这不对劲儿！老爷子不是
还有不少存款吗？”今年6月，父亲一次
奇怪的借钱请求，引起了朱女士的警
觉，她赶紧找来弟弟，两人一起询问老
人，结果却让人目瞪口呆：从2017年开
始，朱大爷就迷上了按摩理疗，至今已
经陆续投入了100多万，而这几乎是老
爷子一辈子的积蓄、全部的养老钱。

“这次他们又给我推荐了一个项
目，说新疗法能治膝盖疼，让我再交10
万，我之前已经交了几十万了，还有好
些项目没做呢……”见已经瞒不住了，
朱大爷才渐渐说出了自己这7年被忽悠
套路的经历。

今年 85 岁的朱大爷一直有膝盖疼
的毛病。“挺想治好的，怕越来越严重，
有一天走不了路了，那不得给子女添麻
烦吗。”2017年，他偶然碰到一家按摩店
的店员，声称专治老人膝盖疼。被免费
体验吸引进门后，在店员的推销下，老
人稀里糊涂地第一次充值了几千元的
按摩理疗卡。

每次按摩过程中，店员都热络地与
朱大爷聊着家常。一次，朱大爷提到自
己有时总忘事儿，害怕自己会得老年痴
呆，按摩的店员马上就介绍说店内有头
部按摩的项目，可治疗大脑、延缓衰
老。听到这神奇功效，朱大爷又心动
了，接着又购买了几万元的项目……就
这样，从几千元到几万元到十几万，朱
大爷投入其中的钱越来越多。甚至，第
一家充值的按摩店倒闭后，朱大爷又被
店员介绍去了另一家类似的店，接着又
花了几十万。

而在这七年中，朱大爷子女对此却
全然不知。“我们平时不跟老爷子住一
起，他自己的钱也都是自己保管。老人
很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平时也爱买一
些保健品、理疗仪器之类的，我们就都
随他去了，觉得只要没害处就行，但实
在没想到他能花这么多钱。”朱大爷的
儿子朱先生有些懊恼地说。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朝阳区的赵
先生身上。平常省吃俭用、经常一餐
饭吃三顿的老母亲，瞒着赵先生和其
他子女，从去年 9 月开始，在一家美容
店充值了4笔上万元的项目，其中最大
的一笔有 5 万多元，共计充值 15.8 万
元。

“我妈平时跟小女儿住在一起，但
小女儿自己的生意忙，常常也顾不上
老人，老人平日里大多是一个人，也没
什么朋友。”赵先生说，老人今年虽然
已经91岁高龄，但身体非常硬朗，日常
自己出门走动完全没问题，老人的养
老金存折，也都自己掌管，所以老人日
常干什么、花多少钱，子女也几乎不过
问。

子女关心得少，而按摩店的店员却
上赶着“喊爹喊妈”。“按摩店的员工特
别了解老人的心理，都比我们这些子女
知道如何照顾老人。”听老人描述在按
摩店的经历后，不少子女都这么感叹
道。平日里的嘘寒问暖少不了，几天不
到店，“想您了”的电话就不停，甚至有
些店员还会三天两头上门，陪老人聊
天、帮忙打扫卫生、扔垃圾……

“哪个忙着上班的子女平时能做到
这些？时间一长，老人都觉得这些人
比我们这些亲生子女还亲呢！这种情
况下，老人根本不愿意相信自己是被
忽悠了，也自然不会告诉我们。”赵先

生说。

难点2
子女想维权却没凭证子女想维权却没凭证

子女知道得晚，等发现情况时，老人
早已深陷套路，损失不小。但当子女去找
到店家讨要说法，想要追回老人的养老钱
时，却常常面临着“两手空空”的情况。

“花了一百多万，但手头却连一张消
费票据都没有！”朱大爷不明不白地花光
了全部家底儿，朱先生赶紧去找按摩店询
问情况，要求对方提供出为老人所做项目
的具体明细。但店家却只能拿出最近一
年老人签过字的消费单据，并坚持声称老
人都是自愿接受这些服务项目的。

可朱大爷却说，自己当时根本没看
懂这些单子上写的是什么，店员着急让
他交钱，他就稀里糊涂地签字了，甚至有
些都是店员帮他代签的。“一个交钱的按
摩项目还没做完，就又交了下个项目的
钱……”朱大爷从2020年开始在这家店
按摩理疗，大约每周都到店内1至2次，
时间久了，他也根本记不清到底让交了
多少次钱，哪些项目做了，哪些还没做。

此外，朱大爷之前不会使用电子支
付，交钱充值全部用现金，而朱大爷手
头没有白纸黑字的收据，之前到底在店
里花了多少钱，更是无从查证。后来，
老人学会了电子支付，朱先生这才能从
银行调出老人的消费流水。“总共花了
100多万，但能查到的也就三四十万，可
即使这些钱也仍旧与店家提供的单子
有多处对不上。”朱先生说。

与朱大爷不同的是，赵先生的母亲
年轻时是个会计，出于职业习惯，她在
店里进行每一笔消费时，都特别注意留
存了相关的收据。但等赵先生拿这些
收据去找店家讨要说法时，却发现，这
些收据上写的内容都非常简略笼统。

“就写头部按摩、肾部调理、面部美容这
样的模糊字眼，具体是什么项目，每个
项目应该多少钱，用了什么仪器产品，
做过几次，还剩几次，都没有具体说
明。”赵先生说，就是这样模糊的字眼，
给了店家很大的诡辩空间。

“例如，店家拿出一瓶化妆品，声称
是在老人面部美容项目里使用的，这瓶
化妆品只要一打开，那就是2000元钱，不
能退。还说在为老人进行腿部按摩时，
是由三位技师进行了不同疗法的按摩，
这就算是消费了3次……”所以，具体哪

些是不合理的消费，很难完全说清。
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彭艳军律

师分析称：“在很多情况下，忽悠老人充
值的预付费模式中，店家都不与老人签
订纸质的消费合同，或者老人并没有仔
细核对消费收据的内容。而因为没有
纸质合同明确服务次数、期限、质量、效
果，以及是否可以退费、如何退赔等信
息，一旦产生纠纷，后期通过法律维权
时也比较困难。”

难点3
店家游走于模糊地带店家游走于模糊地带

北京慈善协会老友帮专项基金主
任陈亚辉表示：“相较于医疗行业，目前
这种按摩理疗消费市场比较混乱，缺乏
专门明确的监管体系，存在着模糊地
带，这也就导致深谙套路的店家会规避
相应的法律风险。”

朱先生提到，朱大爷常去的这家店
并没宣称自己是“医疗机构”，且在店家
提供的老人消费单据中，也并没有承诺
具体的“治疗”效果等内容，当朱先生要
求店家提供按摩室的相关视频，想了解
当时店员是如何诱导老人消费时，店家
却表示，这种隐私环境不能录像。“老人
当时明明就是被店家保证的‘治疗’效
果吸引进店的，但现在却从书面和口头
上，都没有证据能证明他们曾经有过这
样的承诺。”朱先生无奈地说。

“这在按摩店忽悠老人的套路中非
常普遍。”陈亚辉说，店员使用的很多推
销话术，都是有歧义性的语言，会夸大
或隐瞒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性能等重要
信息，甚至将科学上未定论的观点、现
象等当作定论的事实用于宣传，来误导
老人，这些都涉嫌虚假宣传、诱导消
费。但在店员通常进行口头推销洗脑
的情况下，很少有老人会有意识地进行
录音，保留这些作为日后产生纠纷的证
据。面对店家的诡辩时，缺乏证据的消
费者有时就显得“底气不足”。

此外，陈亚辉提到，按摩店里使用
的理疗仪器绝大多数都没有国家颁发
的医疗器械证书，所以并不在“医疗器
械”使用的严格监管范围内，而且这种
理疗产品的样式也五花八门，价格也没
有统一标准。“店家就会游走在这样的
模糊地带，只要不宣称自己在进行医疗
行为，且没对消费者的身体造成损伤，
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掉相应的风
险。”陈亚辉说。 本报综合消息

“套路”按摩缘何掏空老人养老钱
近日，有商家在网络上售卖“将共享充电宝据为己

有”教程，甚至有商家称可以多次实施此行为，然后再将
私占的共享充电宝售出“回本”。记者调查发现，商家宣
称所谓教程，实际是利用了共享充电宝平台对客户的信
任，并将其转换为系统漏洞，以此牟利。平台客服表示，
会将此类情况及时向上级反馈核实，加强管理。

不花钱将共享充电宝据为己有不花钱将共享充电宝据为己有？？

近日，有网友向记者表示，有多名商家在二手商品
交易平台上发布了“不花钱将共享充电宝据为己有”的
教程，宣称可以不花一分钱，就将市面上常见的共享充
电宝变成个人所有。

记者检索发现，“不花一分钱带走共享充电宝”的教
程大量出现在某二手商品交易平台上，售价从9.99元到
2元不等。

一家销售此类教程的商家在宣传页面表示，按照其
传授的教程，可以将原本99元才能归个人所有的共享
充电宝据为己有，并且其教程适用于各种品牌的共享充
电宝。一家销售此类教程的商家表示，他的教程可无限
次数地将共享充电宝据为己有。商家展示的聊天记录
中显示，教程是一段视频，只要看过视频就可以将共享
充电宝留在用户手中。

平台客服称会先选择信任客户平台客服称会先选择信任客户

记者以买家的身份联系到其中一名商家，获取了商
家提供的教程。教程内包含了一些特殊的操作方式以
及应对共享充电宝平台客服的话术，主要方针是利用平
台的一些服务漏洞。为避免模仿，本文省略教程的具体
内容。

按照商家提供的“教程”，记者来到两家商城，分别
租借了两家不同品牌的共享充电宝。按照“教程”联系
平台客服沟通后，两家的客服均在未归还充电宝的情况
下结束了租借订单。记者注意到，两家客服都选择优先
信任客户所说的话，而这种信任在商家的教程中成了漏
洞，牟取不义之财。两个共享充电宝均有充电插口，如
果带走，可以被正常使用。

与商家所说不同的是，两家共享充电宝平台均扣除了
一个小时的租借费用，分别为5元和4元。确认情况后，记
者将两个共享充电宝归还到了原来的位置，并就网售此类教
程的情况向二手商品交易平台进行了举报。

针对网售“将共享充电宝据为己有”教程的情况，前
述一家共享充电宝平台客服表示，确实有客户在租借充
电宝后会出现问题，为了保护客户的隐私，充电宝也不
会追踪实时位置。

另一家共享充电宝平台的客服表示，客户提出诉求后，
平台会优先帮助用户解决问题，因此会先选择信任客户。针
对此类问题，客服会向上级反馈核实，及时加强管理。

已有人因此类行为被判处刑罚已有人因此类行为被判处刑罚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表示，行为人主观
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利用漏洞和平台的信任将
共享充电宝据为己有，符合秘密窃取的行为特征，客观
上有盗窃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构成盗窃罪。

记者检索发现，此前已有人利用其他类型的系统漏
洞，将共享充电宝据为己有，后被法院认定犯盗窃罪判
处刑罚。

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2022年发布的一份
判决书显示，公诉机关指控称，赵某某于2020年10月至
11月得知某品牌共享充电宝系统存在漏洞，遂在多个
投放该充电宝的店铺里，通过操作让系统误以为订单交
易失败，从而不产生扣费，盗得共享充电宝 11 个。最
终，赵某某被法院认定犯盗窃罪，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
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另一份法院判决书显示，男子黄某某利用系统漏洞逃
避缴费，盗走共享充电宝47个，最终被法院认定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

韩骁表示，如果盗窃共享充电宝的人实施此类行为
次数不多，涉案金额较小，会因盗窃行为触犯《治安管理
处罚法》。如果多次主动利用共享充电宝的技术漏洞反
复操作，积极追求并扩大由此获取非法利益的可能性，
明确显示了盗窃他人财物的直接故意，这种行为涉嫌构
成盗窃罪。

此外，在网上兜售此类“据为己有”教程的商家，其
行为涉嫌构成教唆犯罪，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构成盗窃
罪的共犯。此外，如果商家给犯罪分子提供了直接的作
案指导，其行为也可能触犯《治安管理处罚法》。

韩骁表示，共享充电宝平台遭遇到此类侵权损害行
为时，应及时报警处理，以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此外，共享充电宝平台也应当完善制度，加强监管，
及时堵塞系统漏洞。如将共享充电宝机器设置在有监
控的位置，或在共享充电宝装置附近安装监控，营造安
全放心的共享经济环境。 本报综合消息

近年来，老年人在按摩店被忽悠的案例层出不穷。在商家步步设陷的套路下，不少老人动辄花费几

万、十几万，甚至有人掏空了自己上百万的养老钱。而据《北京市2023年老年人权益保护形势分析报告》

显示，在权益遭受侵害的老人中，有68%的老人未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愿意并能够通过法律途

径切实维护自身权益的老人，仅占22%。为何老人被忽悠容易，但发现被骗后，维权却难上天？背后有着

哪些“难言之痛”？

“将共享充电宝据为己有”有教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