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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的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层出不穷。本文通过分析后真相时代的老年人受骗现状和原因，结合认知

流畅性与真实性效应的相关研究文献，探讨网络谣言如何影响老年人的信息判断的问题，为老年人诈骗

受害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路。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老年人网络受骗的影响因素，为实现对老年

诈骗被害的精准预测与防范起到一定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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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digital age, online rumors are endless.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asons of 
the elderly fraud in the post-truth era,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research literature on cognitive 
fluency and authenticity effec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network rumors affect the information 
judgment of the elderly, and opens up a new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ideas for the research of 
fraud victims of the elderly. To a certain extent, it can reveal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lderly 
network fraud, and play a certain reference role in realizing the accurate prediction and preven-
tion of the elderly fraud mu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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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6 年英国公投脱离欧盟，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时间，“后真相”成为全球民众讨论的热点，

并被《牛津大辞典》选为年度词汇，同时也标志着我们已经进入了后真相时代。所谓“后真相”，就是

真相和逻辑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被忽视，而情感煽动主导舆论的情形。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不仅拓宽了全球知识的传播范围，同时也加速了各种各

样的虚假信息的传播。从投票选举到众筹诈骗，再到病毒营销，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传媒，还是商业

领域，后真相的案例俯拾即是。我们往往更容易接受与我们现有思维模式相符的真相，抗拒那些与我们

内心观点相冲突的真相。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移动式设备的普及和社交软件的激增，老年人由于网络经验有限，再加

上脑功能的渐进性衰退，更加难以识别网络信息的真假，更容易受到网络诈骗。在这个假新闻和另类事实

大行其道的后真相时代，探讨网络谣言如何影响老年人的判断，可以更好地推动老年人受骗领域的研究。 

2. 后真相时代的老年人受骗现状 

目前，中国正逐渐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2021 年 5 月 11 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万人，占总人口 18.70%，老年人逐渐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被知识、媒介、信

息、组织、情感等鸿沟隔绝。诈骗成为老年群体可能遇到的最普遍的犯罪形式之一。我国老年人时常受

到电信诈骗、非法集资、保健品欺诈销售、养老服务诈骗等犯罪行为的侵害，其中以营养保健品销售诈骗

为主。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老年人受骗的方式也逐渐从面对面的街面诈骗向虚拟空间的电信诈骗转

变，出现了投资欺诈、预付款欺诈、保险欺诈、税务欺诈、身份盗窃欺诈等新类型诈骗方式(李媛媛，单

承芸，2020)。 
国外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如图 1 是 2016 年美国大选期间的虚假新闻数据，红色的线是虚假新闻的互

动量(阅读量、点击量)，黑色的线是正常新闻的互动量。可以看到，在大选的最后时刻，虚假新闻的互动

量已经超过了真实新闻。 
在国外，在 2016 年美国大选期间，老年人的推特上包含的假新闻最多；且老年人的投票率(投票率

为 70.9%)高于其他任何年龄组(如，18~29 岁的人群中投票率为 46.1%)，这一数据令人惶恐。老年人也是

受诈骗的多发人群，根据投资者保护信托基金 2010 年的调查显示，在美国，超过 730 万的老年人(>65
岁)曾经是金融骗局的受害者；苏格兰警方的报告，爱丁堡 86%的诈骗性销售事件的受害者为 60 岁以上

的老年人。 
在这个充满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假新闻的后真相时代，随便一条新闻就可以影响到成千上万的人。

科技的进步已经颠覆了“有图有真相”的传统认知，广泛传播和未经证实的谣言会用图片和视频等视觉

模式在情感上煽动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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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Silverman, This Analysis Shows How Viral Fake Election News Stories 
Outperformed Real News on Facebook. Buzzfeed News, 2016. 

Figure 1. Fake news data during the 2016 US general election 
图 1. 2016 年美国大选期间的虚假新闻数据 

3. 老年人受骗的相关研究 

3.1. 老年人受骗研究现状 

中国逐渐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老年人问题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老年人随着身体机能的衰

老，其心理和社会适应性也在发生变化，并因此影响其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其中老年人上当受骗的问

题逐渐成为国内外研究者关注的社会热点。国外针对老年人受骗的研究开展较早，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

果。因为中西方在养老体制、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所以西方的成果不能直接用

以解释中国老年人受骗的实际问题。 
中国有关老年人信息判断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研究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从整体上来看，是沿着

国外研究者的方向同时针对国内老年人的现实问题进行的。目前，不同学科对解释老年人受骗进行了系

统研究，包括日常活动理论、生活方式理论、低自我控制理论、情绪选择理论等相关理论，从不同视角

来解释老年人受骗的原因。研究老年信息判断的众多理论都有其应用价值和局限性，为避免在实际应用

中出现偏颇，有学者对多理论进行整合，即基于“理论整合”将两种或以上的理论相结合对谣言受害进

行更加综合性的解释(吴玲，程叶青，2015)。 
现有针对老年人受骗的研究数据尚以传统的数据来源为主要渠道，研究方法也多以传统数理分析模

型构建为主。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为老年人诈骗受害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与思路。 

3.2. 老年人受骗原因 

目前科学研究成果表明，老年人谎言识别的能力会因为其认知或神经功能的衰退而呈现下降趋势存。

情景记忆和抽象推理等重要能力在早期达到顶峰，然后稳步下降。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诈骗兴

起，越来越复杂的深度诈骗犯使用人工智能来描述从未发生过的事件，相对于年轻人来说，老年人刚接

触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获取新信息的渠道较少，知识更新困难，也更难发现其中的虚假信息。 
根据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有研究者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将与他人建立紧密的情绪支持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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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要目标，也会产生对高价值诱因做出积极反应的情绪，进而带来更多风险寻求的行为(敖玲敏等，2011)。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从关注获取知识转向关注提高自己生活中的情感意义。因此，在情感意义增强的

材料发生变化时老年人支持情感处理的区域(即 vmPFC)相对于年轻人更加活跃(Cassidy & Gutchess, 2012; 
Cassidy et al., 2014)。 

近年来，关于源记忆、认知流畅性、真实性效应等的研究蓬勃发展起来，大量初期研究结果表明，

流畅性或处理信息的主观经验是真实性效应的关键机制(Wilson & Westerman, 2018; Zhang et al., 2021)，相
关但非证明性信息能够有效促进不熟悉的许多类型的真实和虚假信息的感知真实性(Fenn et al., 2013; 
Newman et al., 2012; Newman et al., 2015)，例如非证明性的照片和口头信息更有助于人们产生伪证据。那

么，年轻人缺乏对该主题的知识或经验，他们更有可能依赖非证明性信息来判断事物的真假(Strough et al., 
2011)。而同样的机制，老年人可能不太容易受到影响，因为他们在评估一般知识的真实状态时可以利用

更多的一般智力，减少了对基于流畅性的真实线索的依赖(Brashier et al., 2017)。因此，出现一个新的看

法，老年人谎言识别的能力会因其社会经验的积累而不断提高。然而，源记忆的准确性已被证明在成年

期呈线性下降(Cansino et al., 2013)。这种监测信息来源能力的降低可能会增加来源的错误属性，增加来自

照片中的信息影响决策的程度。与其他年龄组相比，这也将给老年人的信息判断过程带来更大的真实影

响。 
有研究发现，源记忆的准确性在成年期呈线性下降的趋势(Cansino et al., 2013)。这种监测信息来源能

力的降低可能会增加老年人出现来源错误的可能性，增加来自照片中的信息影响决策的程度。但近期也

有研究提到，真实性效应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是稳定的(Derksen, Giroux, Newman, & Bernstein, 2022)。但

是迄今为止，并没有研究直接针对老年人群体考察其是否更容易受到非证明性照片的诱导，所以真实性

效应在整个生命周期的稳定性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3.3. 认知流畅性的研究及理论依据 

流畅性的相关研究十九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以来逐步上升，近年来的有关研究发现，流畅性除了自

身作为一种线索直接影响判断和决策以外，另一方面也能通过影响人们对线索的表征，以及通过影响个

体的认知策略来改变人的决定或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做出与平常不一致的行为。 
流畅性是个体对加工信息难易程度的一种主观体验(Oppenheimer, 2008)，包括知觉流畅性、概念流畅

性、提取流畅性等(Reber, Wurtz, & Zimmermann, 2004)。其中知觉流畅性涉及个体对刺激较低水平的加工，

反映个体对知觉外部信息难易程度的主观感受。它本身并不是一种认知操作，只是一种有关认知操作的

感受。虽然知觉流畅性在个体学习和生活中极为重要，但在某些情境下流畅性体验也会产生一些不利的

影响。 
从认知流畅性的角度看，个体对信息越熟悉，其认知加工过程越流畅。影响流畅性的变量也会对主

观熟悉感产生影响，导致真实性效应的产生，进而影响人们的判断和决策。在网络上，很多虚假信息或

谣言的发布者会通过增加图片、音频和视频等知觉信息来增加信息内容的熟悉感，使老年人的认知流畅

性增加，导致老年人在进行判断或决策时会出现一些真实性效应，而这种真实性效应会使老年人做出错

误的判断和决策，更容易上当受骗。 
流畅性影响判断和决策的主要理论解释是情绪即信息(afifect-as-information)模型(Schwarz & Clore, 

1983)。根据情绪即信息模型对情感的分类，以加工流畅性和可得性体验等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认知体验、

情绪和身体感觉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三大情感体系(Schwarz & Clore, 2007)。 
首先，人们在做判断和决策时不仅会受到心情和情绪影响，还会受到身体感觉以及元认知体验的影

响，其中一种重要的影响途径就是通过一种信息线索来改变人们对刺激的判断和评价，进而影响后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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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和行为。老年人比年轻人积累了更多的相关早期经验，而人们对于在判断和决策时感受到的流畅性，

容易倾向根据有关该刺激的早期经历做出归因，尽管这些归因可能是错的(Westerman et al., 2002)。 
其次，个体根据早期经历，如谣言通常持续时间不长，而只有正确的事物才能持续的被人提及，逐

渐形成了一种联结，或者说朴素理论(Schwarz, 2004)。在个体认知负荷高或加工动机不强等情况下，当某

个命题呈现时对比度提高或新近出现而提高了知觉流畅性，人们往往就会受到联结的影响，从而对感受

到的流畅性做出错误的推论，认为此时流畅性的提高是因为命题是真的。 
最后，推理判断涉及的两种认知系统，一种是分析性质的，一种是启发性的(Oppenheimer, 2008)。其

中前者的加工是系列的，需要注意和认知资源的投入，而后者是一种平行、自动的，不需要太多认知资

源。知觉流畅性指导个体采用了不同的认知策略，当流畅性高时促使个体采用自动的启发式策略，当流

畅性低时则采用系列的分析性策略。当网络谣言由于增加了更多知觉信息而提高了老年人的认知流畅性

时，老年人采取自动的启发式策略而不是系列的分析性策略，从而使得老年人更容易相信谣言为真从而

上当受骗。基于认知流畅性的相关研究及已有的理论基础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老年人受骗的研究。 

4. 研究展望 

后真相时代，真相的选择性属性愈发显著，通过对后真相时代信息流通方式及认知流畅性的探讨，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网络信息流通方式的规范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认知流畅性和真实性效应的提出，使老年谎言识别的研究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但相关研究使用的

被试的年龄类别都较为广泛，没有足够的成年年龄范围的被试来提供更加细致的成年分类年龄分析。以

往的研究样本中也仅有相对较少的老年人，并将他们排除在分类年龄分析之外，所以现在需要更多的研

究来考察 60 岁以上老年人的真实性效应及相关理论的普适性进行检验，并通过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对比，

勾勒出其发展变化的曲线，找出这种现象产生的一般规律，并探讨其背后的机制。 
理论的研究终究是为实践服务的，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根据研究结果可以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干预

方案，在老年人受骗的对策应对方面，应进一步结合多种理论指导、围绕多层次视角，对老年人受骗进

行精准预测与防范。 

参考文献 
敖玲敏, 吕厚超, 黄希庭(2011).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概述. 心理科学进展, 19(2), 217-223. 

李媛媛, 单承芸(2020). 我国中老年人金融受骗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CHARLS2015 的实证分析. 南方人口, 35(1), 
13-26. 

吴玲, 程叶青(2015). 公共空间内犯罪被害性别差异的阐释: 基于整合性的理论视角. 人文地理, 30(1), 45-49. 
Brashier, N. M., Umanath, S., Cabeza, R., & Marsh, E. J. (2017). Competing Cues: Older Adults Rely on Knowledge in the 

Face of Fluency. Psychology and Aging, 32, 331-337. https://doi.org/10.1037/pag0000156 
Cansino, S., Estrada-Manilla, C., Hernández-Ramos, E., MartínezGalindo, J. G., Torres-Trejo, F., Gómez-Fernández, T., 

AyalaHernández, M., Osorio, D., Cedillo-Tinoco, M., Garcés-Flores, L., Gómez-Melgarejo, S., Beltrán-Palacios, K., 
Guadalupe García-Lázaro, H., García-Gutiérrez, F., Cadena-Arenas, Y., Fernández-Apan, L., Bärtschi, A., Resendiz-Vera, 
J., & Rodríguez-Ortiz, M. D. (2013). The Rate of Source Memory Decline across the Adult Lifespa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49, 973-985. https://doi.org/10.1037/a0028894 

Cassidy, B. S., Hedden, T., Yoon, C., & Gutchess, A. H. (2014). Age Differences in Medial Prefrontal Activity for Subse-
quent Memory of Truth Valu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5, Article 87.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4.00087 

Cassidy, B., & Gutchess, A. (2012). Social Relevance Enhances Memory for Impressions in Older Adults. Memory, 20, 
332-345. https://doi.org/10.1080/09658211.2012.660956 

Derksen, D. G., Giroux, M. E., Newman, E. J., & Bernstein, D. M. (2022). Stable Truthiness Effect across the Lifespan. De-
velopmental Psychology, 85, 913-922. https://doi.org/10.1037/dev0001334 

Fenn, E., Newman, E. J., Pezdek, K., & Garry, M. (2013). The Effect of Nonprobative Photographs on Truthiness Persists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10430
https://doi.org/10.1037/pag0000156
https://doi.org/10.1037/a0028894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4.00087
https://doi.org/10.1080/09658211.2012.660956
https://doi.org/10.1037/dev0001334


杨琰 
 

 

DOI: 10.12677/ap.2022.1210430 3543 心理学进展 
 

Over Time. Acta Psychologica, 144, 207-211. https://doi.org/10.1016/j.actpsy.2013.06.004 
Newman, E. J., Garry, M., Bernstein, D. M., Kantner, J., & Lindsay, D. S. (2012). Nonprobative Photographs (or Words) In-

flate Truthiness.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19, 969-974. https://doi.org/10.3758/s13423-012-0292-0 
Newman, E. J., Garry, M., Unkelbach, C., Bernstein, D. M., Lindsay, D. S., & Nash, R. A. (2015). Truthiness and Falsiness 

of Trivia Claims Depend on Judgmental Contex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41, 1337-1348. https://doi.org/10.1037/xlm0000099 

Oppenheimer, D. M. (2008). The Secret Life of Fluenc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2, 237-241.  
https://doi.org/10.1016/j.tics.2008.02.014 

Reber, R., Wurtz, P., & Zimmermann, T. D. (2004). Exploring “Fringe” Consciousness: The Subjective Experience of Per-
ceptual Fluency and Its Objective Bases. Conscious Cognition, 13, 47-60. https://doi.org/10.1016/S1053-8100(03)00049-7 

Schwarz, N. (2004). Metacognitive Experiences in Consumer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Consumer Psy-
chology, 14, 332-348. https://doi.org/10.1207/s15327663jcp1404_2 

Schwarz, N., & Clore, G. L. (1983). Mood, Misattribution, and Judgments of Well-Being: Informative and Directive Func-
tions of Affective Stat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45, 513-52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45.3.513 

Schwarz, N., & Clore, G. L. (2007). Feelings and Phenomenal Experiences. In A. Kruglanski, & E. T. Higgins (Eds.), Social 
Psychology. Handbook of Basic Principles (2nd ed., pp. 385-407). Guilford.  

Strough, J., Karns, T. E., & Schlosnagle, L. (2011). Decision-Making Heuristics and Biases across the Lifespan.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1235, 57-74. https://doi.org/10.1111/j.1749-6632.2011.06208.x 

Westerman, D. L., Lloyd, M. E., & Miller, J. K. (2002). The Attribution of Perceptual Fluency in Recognition Memory: The 
Role of Expectat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7, 607-617. https://doi.org/10.1016/S0749-596X(02)00022-0 

Wilson, J. C., & Westerman, D. L. (2018). Picture (Im)Perfect: Illusions of Recognition Memory Produced by Photographs 
at Test. Memory & Cognition, 46, 1210-1221. https://doi.org/10.3758/s13421-018-0832-6 

Zhang, L., Newman, E. J., & Schwarz, N. (2021). When Photos Backfire: Truthiness and Falsiness Effects in Comparative 
Judgem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92, Article ID: 104054.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20.104054 

https://doi.org/10.12677/ap.2022.1210430
https://doi.org/10.1016/j.actpsy.2013.06.004
https://doi.org/10.3758/s13423-012-0292-0
https://doi.org/10.1037/xlm0000099
https://doi.org/10.1016/j.tics.2008.02.014
https://doi.org/10.1016/S1053-8100(03)00049-7
https://doi.org/10.1207/s15327663jcp1404_2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45.3.513
https://doi.org/10.1111/j.1749-6632.2011.06208.x
https://doi.org/10.1016/S0749-596X(02)00022-0
https://doi.org/10.3758/s13421-018-0832-6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20.104054

	有图有真相？网络谣言如何影响老年人的判断
	摘  要
	关键词
	Is There Truth with Picture? How Internet Rumors Affect the Judgment of the Elderl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后真相时代的老年人受骗现状
	3. 老年人受骗的相关研究
	3.1. 老年人受骗研究现状
	3.2. 老年人受骗原因
	3.3. 认知流畅性的研究及理论依据

	4. 研究展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