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料电话：13869196706 欢迎下载齐鲁壹点 600多位在线记者等你报料
报纸发行：（0531）85196329 85196361 报纸广告：（0531）85196150 85196192 文字差错投诉：（0531）85193436 发行投诉：4006598116（0531）85196527 邮政投递投诉：11185 全省统一零售价：1 . 5元

邮发：23-55 广告许可证：鲁工商广字01081号 地址：济南泺源大街2号 大众传媒大厦 邮编：250014 大众华泰印务公司(大众日报印刷厂)印刷（济南市长清区玉皇山路1678号）

2024年10月22日 星期二A16 封底

编辑：蓝峰 美编：刘燕 组版：刘淼

“父亲刷短剧刷爆了他的银行卡”
微短剧围猎银发族，有人手机被子女设成青少年模式

子女们想把钱讨回
因“成年人付款”被拒

短剧之风，卷至银发赛道。
一分钟三个反转，中老年人

也被“霸总”“虐恋”“甜宠”的微
短剧“硬控”。

近两个月，中老年剧在短剧
榜单中纷纷屠榜：WETRUE短剧
热度榜中，《闪婚老伴是豪门》上
线后连续五日霸榜第一，某平台
话题量已超23亿；《闪婚五十岁》

《老炮儿之上阵父子兵》的抖音
话题量也分别达6亿、3亿左右。

中老年题材爆火，转变了短
剧行业的业内观念：小鲜肉变成

“老霸总”，同样能成为“流量密
码”。

这正对了广东人林涵85岁外
婆的“胃口”，老人对短剧中的离
谱剧情乐此不疲，愿意每天花几
个小时观看。江苏人方灿65岁的
父亲也是个“短剧迷”，每天在沙
发上随意一躺，就能连续刷上几
个小时，他同时在看5部短剧，手
机上有上百个短剧小程序。

刷短剧不仅“劳神”还“伤
财”。林涵外婆之前对网络支付
一窍不通，却为短剧“添加银行
卡”充值刷光了账户里的2000多
元；方灿父亲则通过短剧小程序
累计充值近4万元。子女们想把
钱讨回，可系统显示“已经观看”
或“系成年人付款”并拒绝退款。

在中消协发布的2024年一
季度高频投诉情形中，就有短视
频平台利用算法锁定老年人推
送离奇、浮夸“微短剧”，再以极
低价格诱导其继续观看并默认
开通免密支付，按集扣费并自动
播放下一集的情况。

狗血剧情先惨后爽
情感共鸣让人上头

“拜见董事长！”一群职员齐
刷刷地朝着一位穿着维修工服
的中年男子（实际身份是集团董
事长）鞠躬。为了给自己的二婚
老伴解围，他亮明身份，一旁刁
难老伴的“恶女人”得知自己欺
负的是董事长太太，震惊得一头
栽在地上……

这是林涵外婆最近正在看
的“老年霸总”短剧，其讲述了作
为集团总裁的50岁男主角与45岁
女主角闪婚后的爱情故事。林涵
觉得这部剧的剧情“很无脑”，看
了不到一集就选择退出播放，但
外婆却认认真真追完了整部剧。

杨华是某一线城市大学的
一名老师，今年刚退休。近段时
间，她也迷上这部短剧。“女主角
年轻时没能穿上婚纱，人到中年
再次踏入婚姻殿堂时穿上了。我
也有相似的遗憾，这份遗憾在剧
中得到满足。”

“贴近中老年人生活的情节
足以吸引这些观众。”在北京从
事短视频编导工作的刘壮以该
剧为例分析，剧集使用“隐藏身
份”作为关键矛盾点，男主角先
后假扮出租车司机和董事长司

机，在全部的95集中，男主角身份
直到90集才被女主角知晓。为了

“先惨后爽”，剧情无需讲求逻
辑，如女主角身为男主角公司的
大堂经理，却不知道老板的长
相，男主角是公司高管也不认识
董事长等。

“以往对中老年群体有较多
刻画的影视作品多是‘年代戏’，
以‘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反
映时代变化。浪漫的偶像剧、逆
袭的‘爽剧’往往属于年轻人。”
刘壮说，“短剧正好能填补传统
影视作品在这方面的空白，直接
将镜头聚焦于中老年人，给出独
特的‘情绪价值’。”

林涵也注意到，相较于以前
流行的青春校园、偶像恋爱等题
材，现在很多“适老化”的短剧，
剧情非常拖沓，大多有七八十
集，有很多反转。这些剧情大多
只是遵循一些诸如“婆媳矛盾”

“儿女不孝”“失散认亲”“老年霸
总相亲”等重生、反转的“烂套
路”，但这却正对了外婆的胃口。

“外婆年纪大了，她可能无
意间点了一部短剧，此后就经常
收到各种短剧推送。”林涵觉得，
外婆的社交软件像是被短剧“围
猎”了，而外婆也心甘情愿地沉
迷在“换汤不换药”的短剧中，坐
着、躺着都要拿起手机看，一看
就是连续好几个小时不休息。

“父亲退休在家无聊，每天
就刷视频，一个个平台换着刷”。
方灿介绍，父亲原本只在一个短
视频平台上看短剧，看了几集
后，就会跳出一些短剧平台的链
接，然后让父亲下载或是转到另
一个社交平台的小程序上看。如
今，父亲手机上布满了各种软

件。

短剧小程序套路多
老人容易受骗充值

短剧提升曝光量的关键在
于投流，而投流能提升付费率的
核心则在“钩子”，也就是剧情剪
辑出的短视频投放素材。

“这是大部分短剧中都有
‘打脸’情节的原因——— 这类情
节先把惨点、虐点‘拉满’，调动
观众情绪，为后续剧情制造情绪
落差，先抑后扬。”刘壮介绍，这
也成为该短剧投流的重要“钩
子”，在不少短视频平台和社交
平台上都能见到。

年轻人会被“钩子”吸引，中
老年人更甚。

林涵发现，外婆看短剧都是
先被这种视频吸引，想看下去就
要付费，不知不觉就看完十多部
付费短剧，支出也由一开始的1
元、3元变成19 . 9元、39 . 9元不
等。“我发现的时候外婆已经花
了2000多元了，因为她账户里没
有多少钱，加上我发现得早，才
没有更大的损失。”

方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父亲刷短剧刷爆了他的银

行卡。”方灿回忆道，一开始，她
以为父亲顶多花几十元看短剧，
直到有一次父亲说自己的银行
账户里没钱了，方灿这才去查看
父亲的消费记录，密密麻麻全是
短剧充值记录，几乎每笔都是
39 . 9元。她赶紧往下翻，发现父
亲从去年年初开始充值，最多一
个月花了3500多元，一年半内充
值累计达3 . 9万余元。

父亲看到账单后同样不敢
相信，自己日常的小额支出竟然

累加到了数万元。“他告诉我，自
己平时一集一集充值解锁，后来
程序给他推了一次解锁全集、一
次解锁全站短剧1天等充值选
项，宣称这样更优惠，他听信后
就一次性充值了。”方灿介绍，后
来，当父亲浏览其他程序时，也
会“如法炮制”地按照推荐选择
相应数额的充值服务，“他说自
己就是不断地解锁新剧情，因为
实在太想看后面的反转了，欲罢
不能，而且觉得每次真没花多少
钱”。

部分商家“精准收割”的乱
象也由此浮现。

方灿注意到，一些短剧以低
价吸引用户付款，在对方支付时
默认勾选续费选项，使用户在观
看时自动续费，且后续剧集均以
原价扣费；或者设置多种付费选
项，混淆单集、全剧、平台的概
念，“对于一些老人来说，根本无
法清晰计算自己追剧所花费的
金额”。

记者浏览多个短剧小程序
发现，要充值解锁剧情，必须先
购买不同平台相对应的虚拟货
币，再使用虚拟货币兑换相应
的集数或会员。用户用于购买
虚拟货币的数额，却总会大于
实际购买短剧集数或会员需要
的数额。

记者点击某平台49 . 9元3天
会员的充值选项，该程序“推荐
充值”504个钻石，实际支付72元，
再用其中499个“钻石”兑换3天会
员。而要充值69 . 9元一周的会
员，则“推荐充值”100元购买700
个钻石，并用699个钻石进行兑
换。

“她一个老太太怎么会懂这
些，起初都是因为剧情来到最高
潮，但没法继续看下去了，便按
照屏幕上的要求点各种按键，最
后稀里糊涂地支付了。”林涵说。

发现外婆花了不少钱看短
剧后，林涵曾试图捋清这些小程
序的充值规则以便向外婆解释，
但她发现不同小程序有不同的
定价和充值规则。

林涵说，这些复杂的计算规
则在她的仔细研究之下都难以
捋清楚，更不用说老年人了。

方灿在给父亲梳理账单时
发现，父亲同样被这样的规则

“蒙在鼓里”。
“有很多短剧可能是他无意

间 买 了 全 集 的 ，不 少 都 没 有
看 完 。”方 灿 发 现 ，父 亲 曾 经
购 买 过 某 观 看 平 台 的“ 永 久
会员”，但当方灿查找该小程
序 时 ，却 发 现 该 小 程 序 已 经
注销。父亲不懂其中的规则，
什么选项让他方便继续长时
间看下去，他就充钱，他认为一
次花得也不多，结果越充越多。

合理设置付费上限
保障老人合法权益

“购买的剧集已经观看了。”
在与相关平台及小程序的客服
沟通退款时，方灿多半会得到这
样的答复。

“人家说的也没错，的确是
看了。回复的是其中几个充值数
额比较大的平台。”方灿告诉记
者，由于父亲所充值的短剧平台
有上百个，且不少支出数额只有
几百元甚至几十元，“连和平台
沟通都难”。

记者注意到，在各个平台的
充值页面，均表明“未满18周岁
的未成年人应在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监护、指导、同意的情况下
进行相关操作”，对于老年群体
则无相关规定。

“这也是客服不退款的原
因，我父亲确实是成年人，每一
笔钱也是他自己付出去的。”方
灿说。

为了不让父亲再继续沉迷
和充值，方灿只能手动删除父亲
手机上添加的上百个小程序，但
删的速度跟不上他添加的速度。

“这些小程序无孔不入，网络文
章、朋友圈的广告等，都很容易
点进去，加上短视频平台也一直
按照他的喜好推送，每天能接触
短剧的渠道五花八门。”

林涵同样面临这样的难题。
无奈之下，林涵和方灿都选择将
老人的手机设置成青少年模式，
以限制消费额度。

“青少年模式确实能够禁用
一些小程序，但我爸毕竟是个成
年人，有些手机功能还是要用
的。”方灿觉得，用青少年模式来
帮父亲戒掉短剧只是权宜之计，
希望平台能够有更适合老人的
防沉迷系统和支付模式。

不可否认，有些短剧能在内
容上关注到老年人的情感需要，
建构出“亲情关怀”之类的情感
连接点；还能在产品上填补文化
供给的缺口，变成老年人实现同
温层连接的媒介。在《关于发展
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
见》也明确提出，要“发展面向老
年人的文学、广播、影视、音乐、
短视频等内容行业”的背景下，
社会要支持鼓励“适老化”的短
剧创作。

短剧可以“适老”，但不能
“坑老”。就目前看，不少短剧与
其说是根据老年人文化消费需
求端上营养品，不如说是瞄准他
们内容甄别能力和网络自主能
力偏弱的短板，利用精准算法分
发和快捷免密支付等手段对其
进行定向收割。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
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建议，短
剧小程序和平台应统一收费模
式，强化告知义务，落实明码标
价，优化自动续费机制，保障消
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自
主选择权。

“建议相关平台开通老年人
付费模式，解决数字弱势群体冲
动消费难题。针对老年消费者，
可以通过多次提醒、大字或显著
标识进行告知以及设置付费上
限等方式，建立老年人防沉迷模
式。”郑宁提出，针对因老年人过
度付费所产生的系列问题，应进
一步推动行业收费的透明化。

据法治日报、新京报等

前不久，“爷爷沉迷刷手
机，3岁孙子独自去河边溺水
身亡”的消息让公众深感痛
惜，也引发社会对部分老年
人沉迷网络的思考。随着短
视频、直播的迅速发展，一些

“网瘾老人”两眼一睁刷剧到
熄灯，两耳不闻窗外事，打赏
主播豪横买单、疯狂购入保
健品……他们被各种短视
频、短剧“拿捏”。刷短剧不仅

“劳神”还“伤财”，有老年人
为此刷爆银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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