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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短剧围猎“银发一族”
消费陷阱“套中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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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婚老伴、保洁老妈、五十霸总……本以为是闲暇解闷，没想到深陷“爱的深坑”。前不久，短剧《保洁老妈无极归来》刷屏网络，
因其中夸张的剧情和无限反转的套路被网友们戏称是“中老年玛丽苏”代表作。

随着老年版甜宠短剧日益火爆，“父母看短剧成瘾”“老年人陷入短剧消费陷阱”“短剧内容导向过于奇葩”等话题也被大众广泛
讨论。随着我国老龄网民人数的不断增加，短剧对老年人群的“精准拿捏”，让大众看到“银发一族”不可小觑的消费能力，也暴露出
当前网络适老化改造的迫切需求。

A 老年版短剧爆火

40岁的酒店保洁打扫房间时，突然
发现浴室内一位 20 岁年轻男士正在洗
澡。因被人灌入迷魂药，这名男士拉着
保洁阿姨一起跌入浴缸，随后二人四目
相对，相拥激吻……这是近期热播短剧

《女人四十好孕来袭》的开篇剧情。
倒置的年龄差、刻意的角色设定、“狗

血”的剧情，让“国产短剧已经疯了”“老年
短剧收割爸妈钱包”等网络话题轮番冲上
热搜。有数据显示，爆款短剧《闪婚老伴
是豪门》曾连续五天“霸榜”热度第一，上
线仅半月，累计播放量便高达5亿次。

在一些网友看来，一些流行的老年
短剧里充斥着各种槽点。在《保洁老妈
无极归来》中，中年保洁阿姨与年轻霸总
谈婚论嫁，剧情一再反转，保洁阿姨竟是
世界首富；在《婆婆的礼物》中，未过门的

儿媳将“年轻貌美”的婆婆误会成霸总老
公的“情人”，对其极尽羞辱之后，婆婆亮
出身份，竟是集团幕后神秘董事长……
它们瞄准“夕阳红”群体，吸引老年人眼
球，有网友调侃，短剧的风终究还是吹到
了“银发赛道”。

艾瑞咨询数据显示，2024年微短剧
市场中 40 岁到 59 岁的用户占比高达
37.3% ，60 岁 以 上 的 用 户 占 比 也 有
12.1%。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截
至 2023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已
达到 2.97 亿。与此同时，老年人触网的
比例也在增加，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24 年上半
年新增网民群体中，60岁及以上老年群
体占比20.8%。

陷在短剧里的老年人，让家中子女

犯了愁，只因沉迷短剧既“劳神”又“伤
财”。网友王璐告诉记者，“原本觉得老
人在家也挺无聊，想看点啥就随她吧。
但没想到自打迷上短剧，我妈整天熬夜
刷手机，有时候凌晨一两点钟还在线。
本来眼睛就不好，现在整个人的精神状
态越来越差。”

更令一些子女担忧的是潜藏在各类
短剧平台中的消费套路。记者在黑猫投
诉平台搜索“短剧”，相关投诉信息有近
2000 条。网友林女士发现，为了看短
剧，她的父亲订阅了近 60 个小程序，两
个月充值9000多元。“其中多笔消费，老
人自己并不知情，仔细一查才发现是自
动续费和广告跳转订阅，想要维权要么
缺乏监管渠道，要么客服以‘虚拟产品不
能退费’为由直接拒绝。”林女士说。

B 三重隐忧“围城”部分老年人深陷其中

事实上，今年以来，相关监管部门已
针对微短剧的内容和消费乱象等问题，
出台多项举措，相关平台也下架多部违
规作品。今年 6 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下发的《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
正式实施生效，明确微短剧实行分类分
层审核，未经审核且备案的微短剧不得
上网传播。10月10日，“抖音安全中心”
微信公众号发布《抖音关于打击违规微
短剧的公告》称，9月平台累计下架违规
微短剧166部。

然而，对于网络消费辨识能力弱的
老年群体来说，短剧市场仍是陷阱重重，
主要存在三重隐忧。

隐忧一：消费陷阱“套中套”，维权渠
道不通畅。今年 8 月，江苏省消保委开
展了微短剧消费调查，发现存在不少隐
形侵犯消费者利益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诱导高额付费、收费规则混乱、维权困难
等方面。

“我在 8 月 19 日购买了某平台短剧
90天的会员，但是在9月22日看短剧时
发现无法观看会员部分内容，需要重新
充值才能继续观看。”消费者彭先生说，

“我的会员时间明明没有到期，平台这种

行为属于欺骗消费者。”
“对网络环境不太熟悉的老年人，极

易遭遇微短剧付费陷阱。”中国法学会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
表示，一些短剧平台随意下架剧集，导致
用户无法正常享受会员服务，甚至因日
趋严格的监管政策“跑路”，“遇到这种情
况年轻人都常常投诉无门，老年人若想
维权更加困难。”

隐忧二：部分“狗血”剧情引发消费
负面情绪。多位受访者认为，一些老年
微短剧通过离奇、低俗、狗血的剧情，一
边牢牢抓住老年用户的烫手流量，一边
潜移默化影响老年人。一位影视从业者
说，“有些短剧中动不动就扇巴掌、撕衣
服的过激内容，其实是在消费人们的负
面情绪，增加社会戾气。”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短剧存在字幕
与演员台词不一致的情况：比如演员说
的是“贱人”，字幕是“宝贝”；演员台词是

“不知廉耻”，对应字幕“美丽大方”。“根
据《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总
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的微短剧，其审核
归平台管理。”中国传媒大学视听艺术研
究中心主任、中视协微短剧委员会副会

长赵晖说，“由于每年短剧上新数量大，
平台也多以机器审核为主。因此有的短
剧开发者为规避审核风险，有意修改敏
感词字幕，导致上述情况频现。”

业内专家表示，由于一些微短剧内
容出品方缺乏对敏感事项、相关规定的
了解，容易出现违反政策要求、违背社
会价值导向的剧情，影响整个行业生
态。

隐忧三：数字鸿沟形成“入网障
碍”。记者调查时发现，部分短剧观看渠
道虽然对剧集充值价格进行明示，但充
值金额、广告、用户须知等关键信息使用
小号字体，对全剧所需虚拟币总数明示
不清，多种付费选项花样繁多，对老年用
户并不友好。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
社会学教授文军表示，要求老年消费者
弄清楚这些复杂隐蔽的计算公式、消费
流程和充值规则，是很困难的。“由于个
体差异大，我们实际上很难统一界定‘老
年人’的范畴。这就导致在网络世界中，
适应能力较弱的老年人需要和年轻人一
样直面互联网冲击，间接导致部分老年
人在‘入网’时会遇到各种问题。”

C 网络适老化还需更多关怀与包容

在赵晖看来，当下爆火的老年短剧
之所以引发社会广泛担忧，一方面有
行业处于发展初期，监管法规还不完
善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我国老
年人群在精神文化需求方面供给不足
的现状。

影视制片人、编剧谭中琨发现，伴随
着短剧的出现和成长，银发一族在影视
剧中的形象也在发生变化。“他们过去是
年轻人的配角，如今却可以成为主角。”
谭中琨说，某种程度上，短剧填补了传统
影视作品在老年题材方面的空白，直接
将镜头聚焦于老年群体，为老年人提供
了独特的“情绪价值”。

格调文化创始人、制片人徐孟颖认
为，老年短剧用故事给老年人“造梦”，那
些不接地气的爱情、技压群雄的人格魅
力虽然不会成真，但生活中的压力得到
了排解，过瘾的剧情也填补了内心的孤
独和空虚。

“当然，短剧的内容在适老化，平台
服务和监管也要跟上。”陈音江说，“不能
因此利用老年人在互联网环境中的弱势
地位而大肆牟利。”

针对微短剧行业充值付费乱象，陈
音江建议播放平台建立公平合理的收费
标准，强化告知义务，优化自动续费机
制，平台还要积极研发老年人付费模式，
解决数字弱势群体冲动消费难题。“参考
未成年人模式，平台可以考虑提供针对
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服务版本，通过优
化自动续费机制，将有关收费方式、收费
标准、收费上限等信息突出显示、放大字
号，增强针对老年人的数字包容，减少老
年人冲动消费情况。”

“部分粗制滥造的老年短剧泛滥已
不单只是一个行业问题，它已经成为一
个社会话题。”赵晖说，让老年群体获得
更好网络视听消费体验只是网络适老化
改造中的一小部分，“这背后既需要更多
的政策法规支持，也需要更强大的技术
防范和更有温度的社会关怀。更重要的
是关注和正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为银
发人群提供更多健康积极的娱乐方式和
生活选择。”

据新华社客户端

自导自演“绑架”发视频博流量
云南昭阳警方：4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本报讯（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徐静雯）两名男子绑架另一名男子还拍摄
视频叫嚣，原来是为博人眼球、赚取流量
进行的摆拍！11 月 5 日，记者了解到，近
日，4人因自导自演、摆拍绑架，已被公安
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据云南网警11月4日消息，今年9月

4日，云南昭通网警接到举报，有网民在网
络平台发布“在昭通南收费站旁，两男子
将一男子绑架上车”的视频，浏览量已超
10万。

接报后，昭阳警方迅速开展核查工
作，经核实，昭通南收费站及周边区域派
出所未接报绑架警情。随后，昭阳警方

依法将视频发布者廖某良传唤至公安机
关接受调查。经查，9 月 3 日 22 时许，廖
某良、廖某超、廖某红、廖某传和王某情
等人为博取眼球、赚取流量，在昭阳区永
丰镇昭通南收费站旁自导自演“两男子
将一男子绑架押上车”虚假剧情，并将所
录制的视频发布到网络平台。目前，廖

某良等 4 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

云 南 警 方 提 示 ，网 络 不 是 法 外 之
地，任何恶意编造、传播谣言扰乱社会
秩序的不法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查
处，对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