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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生活 T15

“事业有成、精神自由，对
于喜欢的东西，可以说买就
买。”随着经济收入与购买力的
提高，女性正逐渐成为中国消费
市场的主力军，围绕女性产生的

“她经济”也正在崛起。
据相关测算，2015年中国

女性经济市场规模接近2.5万亿
元，2019 年预计达到 4.5 万亿
元，并且在未来十年内仍潜力巨
大，有望成为市场的主流风口。

“每年我平均使用2套基础
护肤产品，加上购买彩妆、去美
容院和购买服饰的费用，一年花
费2万元左右。目前我在学习上
的资金投入比较大，主要是参加
互联网远程教学和面对面的课堂
集中学习，每年在学习上的花费
在5万元左右。”某集团高管吴
茹说。

据统计，在 2018 年“双
11”，女性消费用户占比高达
54.7% ； 今 年 2 月 份 发 布 的
《2019情人节鲜花大赏》显示，
情人节鲜花消费市场不再是男性
的主场，2017年情人节鲜花消
费中 70%为男性，仅过了两
年，今年情人节鲜花消费群中有
60%为女性。

今年49岁的刘遥几乎“掌
管”着全家人的消费，“除了我
自己的服饰、化妆品外，家里的
生活用品、食品，还有老公和孩
子的生活必需品基本上都是我购
买。”《双十一数据专题研究报
告》统计显示，女性消费者购买
数量最多的十个类目中，仅女
装、美妆护理是“悦己消费”，
其他8种都属于“为他消费”，
包括男装、母婴、文教用品、洗

护、家居清洁、粮油米面等。
“她经济”的崛起也驱动着高端

奢侈品加速入驻电商平台。JDND
消费指数和京东消费研究联合发布
的 《2017~2018 美妆消费趋势报
告》显示，古驰、雅诗兰黛、圣罗
兰、兰蔻等奢侈品是女性消费的座
上宾，2017年上述品牌的口红套装
销售量同比增长190%。此前，天
猫的数据也显示，35万女性消费者
一年至少要购买12只包，近一年购
买5支以上口红数量的女性用户超
300万人。

“‘她经济’是女性自强自立
的重要体现，也是女性对社会的贡
献和自身价值的体现，女性在当下
及未来都是消费市场中最重要的增
长点。”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
究所所长、研究员拉毛措说。

（中新）

“她经济”崛起

女性成中国消费主力军

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
家庭养老负担越来越重，社会
养老服务供给不足，这让收入
条件一般的老人陷入养老恐
慌，迫切寻求养老保障。

而老年人普遍对集资诈骗
认知不足，当一些机构打着

“养老”名义，采取欺骗诱
导、虚假违规宣传等方式，诱
骗其将养老钱投入所谓的高额
回报项目后，不少老年人最终
血本无归。

非法集资
找准老人软肋屡屡得手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
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融发
展报告 （2017）》 显示，超
过95.5%的调查对象目前或计
划通过不同方式进行养老投资
理财，30.3%的调查对象有上
当受骗的经历且部分人受骗金
额较高。

半月谈记者获悉，养老领
域的非法集资主要有两大类
型。一是以投资“养老项
目”、销售“养老公寓”、提供

“养老服务”名义吸收资金。
个别机构在明显超出床位

供给能力的情况下，承诺还本
付息，以办理“贵宾卡”“会
员卡”“预付卡”等名义，向
会员收取高额会员费、保证金
或者为会员卡充值，非法吸收
公众资金。

2018年11月，安徽黄山
市黄山区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
借助养老机构进行集资诈骗的
案件：当地一家名为黄山孝为
先的养老机构以发展养生会
员、养老服务、借款等方式，
在芜湖、铜陵、合肥、安庆、
池州等地吸收资金。许以7%
到40%不等的高额利息，和
投资人签订会员制养老、养老
入住、借款等各种形式的合
同。至案发时，该企业已向近
1300人集资，其中大部分是
老人。该案涉及资金约6565
万元，其中有3000余万元无
法归还受害人。

二是以销售“老年产品”
等名义吸收资金。

多地曝出以销售老年保健
品、收藏品、推销老人旅游
项目等为噱头的集资诈骗案
件，个别案件甚至带有传销
性质。

2018 年 9月，北京市朝
阳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老人

在银行销售经理诱导下购买所
谓专为老年人设计的“理财产
品”，最终近千万元巨款血本
无归的案件。老人受骗2年后
方知是非法集资，案发时该项
目已经集资4400多万元。

以上两类非法集资都找准
了老人的软肋进行精准围猎。
首先，上当受骗的老人大多数
是收入水平一般的工薪阶层，
其子女也无力提供高水平的养
老。

其次，绝大多数老人不和
子女同住，因此对非法集资的
认知和警惕性不足，但迫切想
通过高回报的投资解决自己的
养老困难，不给子女添麻烦。
非法集资诈骗者正是看准了这
一类老人的养老需求，最终骗
光老人一生的积蓄。

上有“帽子”下有“路子”
骗老型非法集资欺骗性极强

为了能蒙蔽更多老人，近
年来这些非法集资的手段越来
越“高明”。

一是投小钱骗大钱、拉虎
皮做大旗，有的甚至戴上国家
战略政策、政府招商引资项

目、上市公司的“帽子”，掩盖
其非法集资的本质。

二是选择老年人喜闻乐见的
营销套路，在社区、银行、超
市、菜市场、公园等地精准锁定
老年客户。

此外，还以支付佣金为诱
饵，与养生保健公司等机构业务
员串通，把中老年顾客介绍到非
法集资人处，或直接在中老年人
群体中雇佣职业说客。

构建预警体系
扎紧养老“钱袋子”

首先，有关部门要严加审核
养老项目的资质，特别是现在各
地基层政府都在上马养老项目，
有些非法集资容易钻空子，戴上
政府招商引资的“帽子”。其
次，多起案件都是以预存会员卡
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涉及养老
项目会员卡管理的相关法律，亟
待出台并完善。

第三，针对非法集资锁定老
人的营销套路，派出所、社区等
基层机构要加强防范和宣传。第
四，针对“坑老”非法集资的新
特点，进行重点高压打击。

（鲍晓菁）

谁在精准围猎老人的养老钱?

吴江优质教育培训机构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