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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年轻抗初老”等相关宣
传语是否合理？

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
律师方梓楠认为，“25岁抗初
老”等类似广告语涉及广告宣
传的导向性问题。医美商家当
然可以为年轻客户提供服务，
但建议更多地从正面宣传着
手，应慎重使用制造观念冲击
的方式。“鼓吹应从25岁甚至
更低年龄开始抗老，甚至人为
发明‘初老’的概念，不免有制
造容貌焦虑之嫌，本身与广告
法及《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南》
等内含的价值导向是相悖的。”
他告诉记者，按照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医疗美容广告执
法指南》规定，医美广告不能以
广告形式对其诊疗效果作保证
或承诺。不加说明地宣传“抗
初老”，容易被理解为在项目实
施与既定效果之间画了等号，
本身已然违规。

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做
医美项目之前应该注意什么？

北京市律通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郑中臣建议，消费者
应选择正规医美机构，拒绝盲
目跟风，对网络上搜索到的排
名靠前的医美机构广告、短视
频平台上看到的医美“种草笔
记”或社交平台上网友分享的

“成功案例”等提高警惕性和识
别力。

“市场监管部门要做好经
营主体登记管理服务，加强资
质审核，加强‘证’‘照’信息共
享，大力推进部门协同监管，加
大执法力度，依法整治各类医
疗美容广告乱象，重点打击危
害性大、群众反映集中的问
题。”郑中臣说。

（文中林雅 赵婷 张芸为
化名）（法治日报）

“各种App都在给我推送抗衰项目的医美广告，宣称‘越早抗衰越好’。”北
京市海淀区某高校研究生林雅近日向记者道，刚20出头的年纪，明明还很年
轻，但按照医美广告中的说法，竟然已经到了“必须抗衰抗老”的时候了。这样
的广告看多了，不免让人感到焦虑。

林雅所吐槽的，正是医美抗衰抗老项目“盯”上年轻人的普遍现象。记者调
查发现，当下很多医美机构打着这样的广告：“25岁抗初老有点晚，人18岁之后
就开始衰老，抗初老越早越好”“从20岁开始，皮肤里的胶原蛋白就以每年1%
的速度递减，肌肤进入自然老化的阶段”……

随着医美行业的火爆，不少年轻人愿意为美买单。《中国医美行业2023年
度洞悉报告》显示，受访的医美潜在消费人群平均年龄为28岁，其中30岁以下
的占75%；25岁以下人群中，29%计划在2023年增加医美开支或尝试更多项
目。在此背景下，不少商家将目光放在年轻人身上。然而，为抢占市场扩展客
流，一些医美机构在宣传时大肆贩卖容貌焦虑、年龄焦虑，鼓吹“抗衰越早越好”
“18岁之后就要抗衰”，引得求美心切的年轻人盲目做医美，忽视了其真实需求。

“盯”上年轻人的医美机构都采用了哪些宣传手段？以容貌焦虑、年龄焦虑
吸引消费者是否合理？机构大力宣称的“抗衰越早越好”等广告词是否存在问
题？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医美项目最近很火，并且广告上
建议抗初老的年龄在25岁左右。”多次
看到此类广告语后，北京西城24岁的
赵婷深以为然，立刻在某线上购物软
件上选了家“看上去很靠谱”的医美机
构，并电话咨询了店里的两位美容顾
问。

两位美容顾问向赵婷推荐了不同
的抗衰项目，一个推荐热玛吉（费用过
万元），另一位推荐超声炮（费用数千
元），并且都建议她早点来店面诊。

“面诊时，店员说我的脸比较肉，
适合做超声炮紧致皮肤，还有溶脂效
果，且这个项目‘当场就能展现出20%
效果，效果会越来越好，在一个月后达
到最佳’。”赵婷回忆说，店员反复强调
18岁之后人就会衰老，因此抗衰越早
越好，如果在20岁的时候就抗衰，到了
30岁看上去还会和20岁差不多。

赵婷当即花了几千元做了一次超
声炮。但做完超声炮后，她感觉面容

并没有什么变化，倒是脸疼了快半个
月了，现在按压下颌缘上方，还有明显
痛感。

近日，记者向几家医疗美容机构
咨询“20岁出头做什么项目能够保持
皮肤白嫩”，多家机构推荐抗衰项目：
有的推荐热玛吉；有的推荐超声炮，并
称“这款是最火爆的”；只有一家告诉
记者“20岁出头暂时无须做医美抗衰
项目，建议平时做好护肤”“医美方面
可以考虑做一些基础的嫩肤和注射补
水项目，过四五年再进行抗衰”。

记者搜索一些医疗美容广告发
现，有许多广告宣传“抗初老”“抗衰要
趁早”，大部分产品对“抗初老”的定义
是 20 岁到 25 岁，有的甚至低至 18
岁。有的广告以一些常见且宽泛的皮
肤状态来定义“初老”：“如果你出现以
下情况，可以把抗初老提上日程：素颜
时，脸部毛孔粗大、干燥暗沉、没有光
泽；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摸起来松弛、

没有弹性；做比较大的表情时，有鱼尾
纹、抬头纹、眉间纹等。”

不少受访者认为这种宣传存在问
题。“罗列的这些症状，普通人基本上
都有，就算没有，在这种暗示下，也会
感觉自己有。20多岁就采取大项目抗
衰，那么30岁、40岁怎么办呢？有黑
眼圈应该早睡觉、健康饮食，调整生活
状态，而不是去打‘熊猫针’（一种解决
眼周色素暗沉、眼周填充的医美项
目）、做各种眼周抗衰项目。”山东济南
的王女士说。

“20多岁的年轻人过度抗衰是不
可取的。一些年轻人在医美机构的忽
悠下、对衰老抵触进而产生焦虑情绪，
过度抗衰会对身体产生不利影响，也
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山东省枣庄市某
三甲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张女士说。

记者采访发现，除了用“抗初老越
早越好”诱导年轻人消费外，还有一些
医美机构打出“低价”“超低价”吸引年
轻人走进美容院。

不久前，记者在北京市朝阳区一
医疗美容医院内看到，由于“双11”期
间推出各种低价促销活动，前来核销
的顾客络绎不绝，这家店规模并不小，
但因为人太多，店内大堂已经临时放
了20张椅子。

25岁的张芸告诉记者：“我在社交
软件上看到这家医美机构的促销活
动，价格很吸引人，七八个项目加在一
起共99元，平均每个才十几元，就按照
说明付费并在开始核销的第一天到店
核销。”

在大堂等待近半个小时后，张芸
终于被喊去核销，但核销只是“开
始”。“店员给了我一张优惠价目表，说
今天来核销套餐还有这些‘有力优
惠’，建议我不要错过。”张芸介绍，“我
被推荐了很多项目。因为之前没有做
过医美项目，各种不熟悉的名词让我
头疼。店员盯着我的脸看，她的灼热
目光让我不禁心跳加快。她问了我的
年龄，在我说出我25岁后，她立刻用惊
奇的目光扫了我一下，说‘25岁才第一
次接触医美吗’，还说自己大我几岁，
但因为做了医美项目，皮肤状态好很
多。我一下子就感到焦虑了。”

张芸说，本次消费原本只是想“薅
羊毛”，最终羊毛没薅成，反而贡献了
业务量。“我想先核销99元的卡，回家
问问朋友再决定要不要加购。但店员
告知我优惠机会只有一次，优惠价目
表上的价格仅当场在店消费享有，‘这
价格是真优惠，错过太可惜了，可能要
再等一年’‘这些都很适合敏感肌，现
在起步对你不算晚’。最终，我花了
3000多元办了两种项目。”

张芸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近日
在社交平台、第三方投诉平台以“医

美”“低价”“贩卖焦虑”等关键词多重
检索发现，不少年轻人被低价医美项
目吸引，实际消费时却被店家以多重
话术诱导加钱下单。例如，一消费者
投诉称，被店家在平台上显示的低价
吸引，到店后，主管称“暂时没有可以
提供服务的美容师”，未提供消费者所
购买的服务，却向其推销各种其他医
美项目。最终，她办卡充值了 5000
元。该消费者说：“现在很后悔，商家
通过低价引流的手段把消费者吸引过
来，再诱导我充值。”

将年龄与医美挂钩 宣称抗衰越早越好

低价吸引年轻顾客 多重话术诱人下单

参观者体验一款肤质检测设备参观者体验一款肤质检测设备。。（（新华社资料图新华社资料图））

一名正规美容机构的美容师正在进行植睫毛操作一名正规美容机构的美容师正在进行植睫毛操作。。
（（新华社资料图新华社资料图））

谁在鼓吹“18岁后就得抗衰”？

医美项目“盯”上年轻人

强监管把好资质关
整治医美广告乱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