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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察安全感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之间的关系,
 

老化焦虑的中介作用和自恋人格的调节作用.
 

采用安全感量

表、
 

老化焦虑量表、
 

自恋人格量表和受骗易感性问卷对317名老年人(M年龄=69.09,
 

SD=6.69)进行调查.
 

结果表

明:
 

①
 

安全感与老年人老化焦虑、
 

受骗易感性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②
 

老化焦虑在安全感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之间

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③
 

老化焦虑中介作用的后半段路径受到自恋人格的调节.
 

对于高自恋的老年人,
 

老化焦虑显

著正向预测其受骗易感性;
 

而对于低自恋的老年人,
 

老化焦虑对其受骗易感性的预测作用不显著.
 

研究结果有助于

揭示安全感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之间的关系,
 

对于老年人受骗的预防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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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imed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role
 

of
 

aging
 

anxie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sense
 

of
 

security
 

and
 

the
 

vulnerability
 

to
 

fraud
 

in
 

older
 

adults,
 

as
 

well
 

a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nar-
cissism

 

in
 

the
 

indirect
 

relationships.
 

A
 

total
 

of
 

317
 

older
 

adults
 

(Mage=69.09,
 

SD=6.69)
 

were
 

investiga-
ted

 

by
 

Security
 

Questionnaire,
 

Aging
 

Anxiety
 

Scale,
 

NPI-13
 

and
 

the
 

Vulnerability
 

to
 

Fraud
 

Question-
nair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①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ense
 

of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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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vulnerability
 

to
 

fraud,
 

aging
 

anxiety.
 

②
 

Aging
 

anxiety
 

plays
 

a
 

partially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ense
 

of
 

security
 

and
 

the
 

vulnerability
 

to
 

fraud
 

in
 

older
 

adults.
 

③
 

The
 

second
 

half
 

path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ging
 

anxiety
 

was
 

moderated
 

by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Specifically,
 

for
 

older
 

adults
 

with
 

a
 

high
 

level
 

of
 

narcissism,
 

aging
 

anxie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on
 

effect
 

on
 

their
 

vulnerability
 

to
 

fraud;
 

for
 

others
 

with
 

low
 

narcissism,
 

the
 

prediction
 

effect
 

did
 

not
 

reach
 

a
 

significant
 

level.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helpful
 

to
 

reve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nse
 

of
 

security
 

and
 

the
 

vulnerability
 

to
 

fraud
 

in
 

older
 

adults,
 

and
 

have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of
 

older
 

adults
 

to
 

fr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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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受骗是当前各国所面临的一个严重的社会公共问题,
 

亦是老年人可能面临的最普遍的犯罪形式

之一[1].
 

Burnes等[2]对美国1991-2016年老年人受骗流行率进行了元分析,
 

发现美国社区居住认知能力

良好的老年人受骗流行率为5.6%,
 

即每年每18名老年人中就有1人陷入诈骗中,
 

每年因诈骗造成的经济

损失达10亿美元[2].
 

同样,
 

我国老年人受骗案例也层出不穷,
 

形势严峻,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据

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数据(CHARLS)显示,
 

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报告遭遇诈骗经历的比率为

13.1%,
 

即每100名老年人中约有13名老年人曾遭遇过诈骗[3].
 

仅2018年,
 

公安部破获针对老年人的保

健品诈骗达3
 

000起[4].
 

诈骗不仅会给老年人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
 

还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严重创伤.
 

许

多老年人在受骗后会感到自责、
 

羞愧、
 

愤怒,
 

长期可能会产生焦虑症、
 

抑郁症等心理问题,
 

甚至导致老年人

住院频率增加,
 

自杀风险升高[2,5-6].
 

因此,
 

探明老年人受骗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
 

有助于为老年人受骗

的预防和干预措施提供实证支持.
 

鉴于大多数受害者不愿意报告自己真实的受骗情况[7],
 

许多研究者提出

了受骗易感性概念,
 

用以衡量个体面对潜在风险性情境时所做出的非理性且影响自身利益决策的行为倾

向,
 

是个体在未来面对真实骗局时的受骗可能性指标[4,8-10].
根据 Maslow[11]的需要层次理论,

 

安全感作为一种低层次的基本需求,
 

对个体的心理、
 

行为有着重要

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安全感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呈负相关[12],
 

高安全感的老年人通常人际关系良好,
 

对

生活有较好的确定控制感,
 

能够以问题为中心进行理性思考,
 

常采取合作、
 

保守的态度解决问题[13],
 

在进

行决策时,
 

倾向于风险规避[14],
 

做出错误决策的概率较小,
 

降低了其上当受骗的可能性.
 

相反,
 

部分老年

人随年龄增长不可避免地经历一些健康、
 

认知、
 

经济以及社会联结等多方面的丧失[15],
 

容易产生不稳定情

绪,
 

难以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对生活的确定控制感较低[13],
 

更容易体验到低安全感.
 

根据稀缺理论

(Scarcity
 

Theory)的观点,
 

稀缺资源更容易吸引个体的注意力.
 

低安全感的老年人在寻求安全感补偿时,
 

容易被与安全感相关的信息消耗注意力,
 

忽视其他信息,
 

影响其决策质量[16-17],
 

且在决策过程中倾向于风

险寻求[14,
 

18],
 

增加了其受骗易感性.
 

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1:
 

安全感是老年人受骗的一种保护性因素,
 

可

以显著负向预测老年人受骗易感性(H1).
尽管有研究证实安全感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之间存在负相关,

 

但是对两者之间的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明

确,
 

即安全感是通过何种途径影响老年人的受骗易感性.
 

以往的研究发现,
 

安全感是预测个体心理健康问

题(抑郁、
 

焦虑情绪)的重要因素[19-20],
 

当个体缺乏安全感时会产生各种心理和行为问题,
 

焦虑是个体缺乏

安全感时最常体验到的负性情绪,
 

对个体的认知加工、
 

注意策略有着重要的影响[21].
 

老化焦虑作为老年人

常面临的一种焦虑情绪,
 

可能受到安全感的影响,
 

表现为老年人对伴随年龄增加而发生的一系列丧失事件

感知到担忧与焦虑[22].
 

高安全感的老年人,
 

人际关系良好,
 

能够体验到归属和爱的满足,
 

通常拥有解决问

题的能力,
 

确定控制感较高[13],
 

可能较少体验到老化焦虑.
 

因此,
 

高安全感的老年人在信息加工过程中,
 

较少受到老化焦虑的影响,
 

做出错误决策的概率较小[23],
 

降低了其受骗的可能性.
 

而低安全感的老年人,
 

通常人际关系薄弱,
 

确定控制感较低[13],
 

可能会体验到更高水平的老化焦虑.
 

高老化焦虑会削弱老年人认

知资源的分配,
 

抑制其认知加工过程,
 

致使老年人更容易做出冒险决策[23-24],
 

增加其受骗的可能性.
 

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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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推测,
 

安全感会影响老年人的老化焦虑,
 

从而影响其认知加工过程和行为决策,
 

因此提出假设2:
 

老化焦

虑在安全感和老年人受骗易感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H2).
虽然安全感和老化焦虑会影响老年人的受骗易感性,

 

但是并不是所有体验到低安全感和老化焦虑的老

年人都会上当受骗.
 

受骗是一个复杂的认知决策过程,
 

不仅与老年人的基本心理需要、
 

情绪等密切相关,
 

还会受到老年人自身人格特质的影响,
 

比如自恋人格.
 

自我调节模型(Self-Regulation
 

Models)指出自恋作

为一种广泛而稳定的人格特质,
 

调节个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决策[25-26].
 

社会认知理论(Socio-Cognitive
 

Theory)认为高自恋者通常会高度关注自我以及与自我相关的信息,
 

这种注意倾向会使个体在信息加工过

程中容易忽视其他信息[27];
 

高自恋者善于结交新朋友,
 

这种外倾性特质使其更容易与陌生人建立联系;
 

高

自恋者有较强的优越感,
 

当他们感知到自己能力和地位受到威胁时,
 

会激发强烈维护自我价值感的动机,
 

加之较少听从他人建议和过于自信的特点[25,
 

28],
 

更容易做出冲动决策[29-31].
 

据此,
 

我们推测高自恋的老年

人,
 

当他们体验到低安全感—高老化焦虑时,
 

会产生强烈维护自我价值感的动机,
 

其外倾性特质使其更容

易对关注他们的施骗者做出反应,
 

加之他们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
 

较少听取他人建议等特点,
 

使其更容易

上当受骗;
 

而低自恋的老年人,
 

即使被施骗者唤醒了低安全感—高老化焦虑,
 

受骗易感性也不会显著增加.
 

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3:
 

自恋人格调节老化焦虑在安全感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之间起到中介作用(H3).

图1 假设模型图

本研究探讨安全感对老年人受骗易感性的

影响,
 

检验老化焦虑和自恋人格在两者之间的

作用.
 

具体包括:
 

①
 

检验安全感是否可以显著

负向预测老年人受骗易感性;
 

②
 

系统考察老化

焦虑在老年人安全感和受骗易感性之间的中介

作用;
 

③
 

自恋人格调节老化焦虑在安全感与老

年人受骗易感性之间的中介作用.
 

变量间关系

如图1所示.

1 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运用滚雪球取样方法,
 

选取重庆市

部分社区320名认知能力良好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
 

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17份,
 

有效率为99.06%.
 

其

中,
 

男性122名(38.49%),
 

女性195名(61.51%),
 

年龄介于55~93岁之间(M=69.09,
 

SD=6.69).
 

以

往的研究发现,
 

个体的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职业和收入水平均和受骗密切相关[32].
 

因此,
 

本研究将性

别、
 

年龄和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纳入协变量进行分析,
 

其中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

被试的社会经济地位(SES)指数,
 

其公式为:

SES=(β1×ZE+β2×ZJ+β3×ZI)/β4
其中β1,β2 和β3 为因子负荷,

 

β4 为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
 

ZE 为标准化受教育程度,
 

ZJ 为标准化退休前职

业,
 

ZI为标准化可支配月收入.
1.2 研究工具

1.2.1 安全感量表

采用丛中等[33]编制的安全感量表测量被试的安全感.
 

该量表包括两个维度:
 

人际安全感(如“人们说我

是一个害羞和退缩的人”等),
 

确定控制感(如“我总是担心自己的生活会变得一团糟”等).
 

量表共16个题

目,
 

采用5点计分,
 

1表示“非常符合”,
 

5表示“非常不符合”,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安全感越高.
 

本研究中量

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5.
1.2.2 老化焦虑量表

采用Ravary等[22]编制的老化焦虑量表测量被试的老化焦虑.
 

量表共7个题目,
 

如“随着年龄增长,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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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让我感到焦虑”等.
 

采用7点计分,
 

1表示“非常不同意”,
 

7表示“非常同意”,
 

得分越

高表明个体老化焦虑水平越高.
 

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1.

1.2.3 自恋人格量表

采用Gentile等[34]编制、
 

程浩等[35]翻译的自恋人格量表中文版评估被试外显自恋的程度.
 

量表包括

3个维度:
 

领导权威(如“我喜欢在人群中拥有威信”等),
 

夸大自我表现(如“我喜欢展示我的身体”等),
 

特权感(如“我对他人有很高的期望”等).
 

量表共13个题目,
 

采用迫选作答,
 

1表示“不符合”,
 

2表示“符
合”,

 

得分越高表明个体自恋程度越高.
 

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74.

1.2.4 受骗易感性问卷

采用Shao等[36]编制的受骗易感性问卷测量被试的受骗易感性.
 

问卷包括4个维度:
 

缺乏对误导性商

业行为的警惕(如“我经常会阅读各种广告宣传单”等),
 

对营销活动的开放程度(如“推销员对我嘘寒问暖,
 

让我很高兴”等),
 

缺乏市场知识(如“我很少仔细阅读产品的说明书/合同条款”等),
 

易受操纵(如“我购买

过可疑的产品”等).
 

问卷共17个题目,
 

采用5点计分,
 

1表示
 

“很不符合”,
 

5表示“非常符合”,
 

得分越高

表明个体受骗易感性程度越高.
 

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2.

2 研究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全部采用被试的自我报告,
 

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
 

因此,
 

我们在问卷设计阶段适当变换指导

语、
 

反应语句和计分方式,
 

平衡问卷的正向题和反向题;
 

在统计方面,
 

采用 Harman单因素法进行共同方

法偏差检验[37].
 

结果表明,
 

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15个,
 

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6.54%,
 

小于

40%的临界标准,
 

说明该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2.2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3.0软件(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
 

采

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进行模型建构和有调节中介效应检验[38].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使用
 

SPSS宏程序PROCESS插件进行分析,
 

本研究从原始样本中有放回地抽取5
 

000个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

95%置信区间,
 

并选择模型59进行分析.

2.3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

将研究变量和协变量进行相关分析.
 

如表1所示,
 

安全感分别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
 

老化焦虑、
 

自恋

人格呈显著负相关;
 

老化焦虑分别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
 

自恋人格呈显著正相关;
 

自恋人格与老年人受骗

易感性呈显著正相关.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及变量间的相关矩阵(N=317)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7

1
 

性别 - - 1

2
 

年龄 69.09 6.69 0.12* 1

3
 

SES 0.00 3.00 0.11 0.02 1

4
 

安全感 54.87 10.36 0.03 0.00 0.26** 1

5
 

老化焦虑 28.61 9.95 0.00 -0.02 -0.26** -0.46** 1

6
 

自恋人格 17.77 2.89 -0.13* -0.06 -0.11 -0.18** 0.13* 1

7
 

受骗易感性 45.75 10.23 -0.06 0.15** -0.22** -0.31** 0.34** 0.31** 1

  注:
 

“性别”为虚拟变量,
 

女性=0,
 

男性=1;
 

M 为平均值,
 

SD 为标准差;
 

*
 

p<0.05为有统计学差异,
 

**
 

p<0.01

为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
 

p<0.001为有极其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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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自恋人格的调节作用模型图

2.4 安全感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在控制了协变量后,
 

通过构建3个回

归模型来检验老化焦虑在安全感与老年人

受骗易感性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及自恋人

格的调节作用[38].
 

回归分析表明(表2),
 

①
 

安全感显著负向预测老年人的受骗易感

性(β=-0.23,
 

p<0.001)(方程1);
 

②
 

安

全感显著负向预测老化焦虑(β=-0.41,
 

p<0.001)(方程2);
 

③
 

安全感通过老化焦虑间接预测老年人

的受骗易感性(β=-0.14,
 

p<0.05),
 

老化焦虑与自恋人格的交互项对老年人受骗易感性的预测作用

显著(β=0.12,
 

p<0.05),
 

而安全感与自恋人格的交互项对老年人的老化焦虑、
 

受骗易感性的预测作用不

显著(方程3).
 

依照温忠麟等[38]提出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
 

可以确定安全感能够通过老化焦虑影

响老年人受骗易感性,
 

且该中介作用的后半段路径受到自恋人格的调节(表2).
表2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变量
方程1(校标:

 

受骗易感性)

β SE 95%CI
方程2(校标:

 

老化焦虑)

β SE 95%CI
方程3(校标:

 

受骗易感性)

β SE 95%CI
性别 -0.05 0.11 [-0.26,

 

0.15] 0.08 0.10 [-0.12,
 

0.29] -0.05 0.10 [-0.26,
 

0.15]

年龄 0.16** 0.05 [0.06,
 

0.27] -0.02 0.05 [-0.12,
 

0.08] 0.17*** 0.05 [0.07,
 

0.27]

SES -0.04* 0.02 [-0.08,
 

-0.01] -0.05** 0.02 [-0.08,
 

-0.02] -0.03 0.02 [-0.07,
 

0]

安全感 -0.23*** 0.05 [-0.33,
 

-0.12] -0.41*** 0.05 [-0.52,
 

-0.31] -0.14* 0.06 [-0.25,
 

-0.02]

老化焦虑 0.22*** 0.06 [0.11,
 

0.33]

安全感×自恋人格 0.04 0.05 [-0.06,
 

0.14] 0.02 0.05 [-0.08,
 

0.12] 0.10 0.06 [-0.01,
 

0.21]

老化焦虑×自恋人格 0.12* 0.06 [0.01,
 

0.23]

R2 0.21 0.23 0.25

F 13.36*** 15.86*** 13.17***

  注:
 

“性别”为虚拟变量,
 

女性=0,
 

男性=1;
 

*
 

p<0.05为有统计学差异,
 

**
 

p<0.01为有显著的统计学差异,
 

***
 

p<0.001为有极其显著的统计学

差异;
 

R2为决定系数,
 

F 为方程的显著性检验.

图3 自恋人格的调节作用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自恋人格的调节作用,
 

我们将自恋人格按照 M±SD 分成高、
 

低两

组,
 

进行简单斜率检验(图3).
 

结果表明,
 

对

于高自恋的老年人,
 

老化焦虑显著正向预测

其受 骗 易 感 性(βsimple=0.34,
 

t=4.38,
 

p<
0.001);

 

而对于低自恋的老年人,
 

老化焦虑对

其受骗 易 感 性 的 预 测 作 用 不 显 著(βsimple=
0.10,

 

t=1.23,
 

p>0.05).

3 讨论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
 

考察了安全感与

老年人受骗易感性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
 

发现安全感显著负向预测老年人受骗易感性,
 

老化焦虑在安全

感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并且中介作用的后半段路径受到自恋人格的调节.
 

研究结

果验证了安全感可以显著降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
 

深入分析了安全感影响老年人受骗易感性的潜在机制与

边界条件,
 

充实了安全感与老年人受骗领域的相关研究,
 

对老年人受骗的预防和干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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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安全感和老年人受骗易感性

研究发现,
 

安全感显著负向预测老年人受骗易感性,
 

支持了假设1,
 

说明高安全感的老年人受骗易

感性更低[12].
 

高安全感的老年人,
 

他们的人际安全感、
 

确定控制感较高,
 

在面对诈骗情境时良好的人际

关系以及对生活的确定控制感使他们更不容易被施骗者误导,
 

对施骗者宣传的信息更加谨慎,
 

决策时更

加保守,
 

规避了受骗的可能.
 

而低安全感的老年人,
 

他们的人际安全感、
 

确定控制感较低,
 

而个体普遍

都有与他人建立联系、
 

保持控制感的需要[11],
 

因此低安全感的老年人为了满足人际需要,
 

可能会对关注

他们的施骗者做出反应,
 

低确定控制感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施骗者的影响,
 

做出冒险决策,
 

导致受骗的可

能性增加[16,18,39].
3.2 老化焦虑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
 

老化焦虑在安全感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支持了假设2.
 

高安全感

的老年人通常人际关系较好,
 

对生活的确定控制感更高,
 

在面对困难时有较好的解决问题能力以及良好的

社会网络帮助其渡过难关.
 

因此,
 

他们较少体验到因老化而导致的消极后果,
 

诸如老化焦虑、
 

抑郁等负性

情绪体验更少,
 

在面对诈骗情境时其认知加工过程受到老化焦虑的影响更少,
 

受骗易感性更低.
 

而低安全

感的老年人缺乏良好的人际关系,
 

对生活的确定控制感更低,
 

更容易产生老化焦虑、
 

恐惧等负性情绪[40-41].
 

老化焦虑会削弱他们认知资源的分配,
 

抑制其认知加工,
 

使其在面对诈骗情境时不能对信息进行全面理性

的分析,
 

容易被诈骗信息误导[23].
 

同时,
 

高老化焦虑的老年人在面对决策情境时,
 

更加倾向于风险寻求,
 

高风险寻求使其更容易做出错误决策,
 

受骗的可能性增加[42].
3.3 自恋人格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
 

自恋人格在老化焦虑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部分支持了假设3.
 

老化焦

虑对受骗易感性的预测作用只在高自恋的老年人中显著,
 

可能原因在于高自恋的老年人,
 

优越感与特权感

强烈,
 

有较强的自我提升倾向[30],
 

当他们被唤醒较高水平的老化焦虑时,
 

有较强的消除老化焦虑的动机,
 

并且老化焦虑使其信息加工过程受到抑制,
 

加之他们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43-46],
 

较少听从他人建议,
 

多采

用整体性和冒险性的认知策略等特点[28]使其更容易上当受骗.
 

此外,
 

高自恋者善于自我表现,
 

喜欢引人注

意[47],
 

乐于结交新朋友[25],
 

这种过度外倾性的特点使他们更容易与施骗者建立联系,
 

增加了受骗的可能

性.
 

而对于低自恋的老年人,
 

即使被唤醒了较高水平的老化焦虑,
 

但是由于其维护自我价值感的动机较弱,
 

决策时较为谨慎、
 

保守,
 

其受骗的可能性低于高自恋的老年人.
 

安全感与老化焦虑、
 

安全感与老年人受骗

易感性之间的直接关系不受自恋人格的调节,
 

可能原因在于自恋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和谐人格、
 

调节个

体心理和行为的功能[48],
 

但是这种调节功能可能较为有限.
 

根据 Maslow[11]需要层次理论的观点,
 

自恋属

于自尊、
 

信任这一层次的需要,
 

安全感属于更低层次的需要,
 

层次越低的需要对个体心理健康和行为决策

的影响越大,
 

因而安全感缺乏会对老年人老化焦虑和受骗易感性产生直接影响.

4 结论

1)
 

安全感显著负向预测老年人受骗易感性.
2)

 

老化焦虑在安全感与老年人受骗易感性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3)

 

老化焦虑的中介作用受到自恋人格的调节.
 

相较于低自恋的老年人,
 

高自恋的老年人安全感更多地

通过老化焦虑影响其受骗易感性.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

 

需在未来的工作中加以改进.
 

①
 

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法横向探讨了安全感与老

年人受骗易感性之间的关系,
 

未来可以采取纵向研究探讨二者的因果关系及内在作用机制.
 

②
 

本研究采用

自我报告法,
 

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未来可以采取实验法对结论进行验证.
 

③
 

本研究通过测量被试对误导信

息的警惕程度、
 

对营销活动的开放程度等评估其受骗倾向,
 

但是老年人真实受骗情况复杂多样,
 

未来可以

针对真实的受骗类型展开更为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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