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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场大型演唱会开票后，社交平
台上都充斥着“一秒没”的哀嚎。

“黄牛”的票来自哪里？在两高
（深圳）律师事务所程颖诗律师看来，
一场演唱会门票的流向非常复杂，不只
在主办方手里，赞助商、票务平台、经纪
公司等，甚至体育场馆的运营公司、搭建
舞台的执行公司等合作方都有机会拿到
赠票或普通票。手里有票的每一个人都可
能成为“黄牛”的票源。

小吴（化名）是一位跟踪“黄牛”问题的律
师，他认识的“黄牛”微信朋友圈炫富内容不
少。“他们有公司的，世界杯期间公司给他们包
机去俄罗斯倒票卖。”小吴告诉记者，这里所谓的
公司是对外有商务合作的皮包公司，与主办方对
接，旗下有40多个“资深黄牛”，常常在国外。他们
不仅有演唱会、体育赛事的门票，还有高级品牌宴
会、红毯入场券等。小吴分析，注册公司有更高的信
誉度，还可以走账、开票，有一些避税措施，这对他们
在主办方处拿票更有利。

“资深黄牛”通常对接活动经营方、经纪公司高
层，而小“黄牛”们也有自己的获票途径。“我认识的一

个‘黄牛’，请主办方吃饭、消费都是小意思，还帮人家装
修新房，跑腿买建材，想方设法搞好关系。”一“黄牛”自述，
自己从做演出相关工作的表哥那里拿票，表哥也会帮着介
绍其他手里有票的朋友，最好的时候年赚百万。

2015年、2016年，演出市场不时出现囤票捂票、与

“黄牛”勾连炒票等问题。原文化部于2017年
发布通知，规定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
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
量，不得低于公安部门核准观众数量的70%，
重点营业性演出不得低于80%。中国演出行
业协会认为，由于线下执法等管理手段相对单
一，线上票务系统不互通，监管难度很大。

程颖诗律师告诉记者，她参与的票务代理
合作模式中，主办方与票务平台签约，一般只
约定收益比例，比如提成或手续费，不会明确
约定主办方交由票务平台所售卖的门票比例，
但会明确约定“主办方承诺该活动公开销售的
门票数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要
求”，总的来说，“主办方有关于票务售卖等相
关演唱会执行事宜的自主决定权”。

按照程颖诗律师的说法，主办方出于维护各方
关系的商业目的需要，允许手里留有一部分比例内
部票，且分配情况不会公开。基于此，“黄牛”们添油
加醋，把这个“灰色”理由变成自己拉客的“底气”。

“黄牛”何以狂欢不止？

“宁可鸟巢门口站，也不能让‘黄牛’赚。”5
月7日，这一由五月天粉丝自发形成的“口号”
及自制宣传图片广泛传播。这个夏天，票务灰
产话题进一步被点燃。

然而，其实不少粉丝为了方便自己追星，
成为代理“黄牛”。小慢（化名）对记者称，她一
次性交了2200元代理费，上家做“黄牛”至少5
年，招收的代理群里有200人。“做‘黄牛’代理
很难经营得好，主要是为了方便拿票追星，那
个代理群里很多人都是自己追星的。”

小慢上家提供的“7月22日澳门乐华周年演唱
会”价格表显示，票面价值2580元的内场区，代理
价3500元，对外售价3700元，也就是说代理“黄
牛”可赚200元差价。第一排座位票面也是2580
元，但对外售价飙升至16000元，代理价15500元。

“黄牛”们趋之若鹜，一边是利润引诱，一边
则是违法成本较低。

“我一哥们进去还没出来呢。”一“黄牛”在
社交平台上表示，朋友因为用代抢软件囤票被
抓，对此，其言语轻松平常。

对警方来说，抓捕线下兜售门票的“黄牛”
是常见的打击方式。据北京日报消息，今年5
月26日至6月3日五月天鸟巢演唱会期间，北
京市公安局成立“黄牛”外围打击分指挥部，组
织便衣警力分片包干，共抓获“黄牛”57人。

对于“黄牛”倒票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
十二条规定中有处罚措施，且处罚上限为15日拘留
和1000元罚款。这与倒卖演出票的暴利相比，违
法成本称得上“不痛不痒”。遍布各地的线上“黄牛”
网络中，警方循着举报线索逐个抓捕，数量只是冰

山一角，“黄牛”团伙的“经久不衰”不难理解。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陈伟律师向记者表

示，他认为规范演唱会门票的销售行为，除了源
头在于规范主办方、票务公司等商家经营行为，
消费者维权意识也有待提高，考虑立法规定经营
者的具体行为、强化处罚措施等，也是重点之一。

检票强实名制可行吗？

“黄牛”网络上下线庞杂，各个环节监管不
易，目前最有效的打击方法可能是强实名制，
进场时采用身份证、人脸识别等技术实现一人
一电子票。据上海新闻广播，票务平台纷玩岛
相关负责人沙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上海市今
年所有演唱会都试点实行强实名制进场。

“黄牛”的朋友圈已有所反应：上海演唱会
的门票他们只接代抢，用顾客本人身份证信息
代抢票，未抢到的退回代抢费。“黄牛”告诉记
者，除此之外，只能等“天价邀请函”，也就是未
对市场公开出售的那部分内部票，常常划定了
专门的观演区域。记者从一“黄牛”处得到的
张信哲演唱会邀请函显示，观演人需扫码绑定
实名登记，再用电子票入场。

似乎已经被逼到墙角，但“黄牛”们总是能
找到“新玩法”，比如只需刷身份证不需要“刷
脸”的，向顾客提供买票身份证；允许转赠一次
的，拿到票后再转赠。

强实名制使演出票二次流转困难，不可转
赠、不可退票的规则或会误伤消费者。为此，
刘若英、梁静茹等演唱会针对“不熟悉购票、观
演规则的观众”，临时增设了退票时段。但这
样一来，主办方似乎难以接受。

2021年，文旅部颁布实施的行业标准《演
出票务服务与技术规范》，要求每张演出票上
都有全国统一编码，这将为市场在售演出项目
提供真实可靠的数据分析基础，便于掌握不同
区域、不同类型的演出票销售流转情况。

“我们一直呼吁搭建票务信息管理平台。”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秘书长潘燕认为，从票务的
角度来看，演出的业态比电影复杂，制定标准
的难度也更高，“电影有一个相对简单的分发
体系，而每一场演出的情况都不同。管理‘黄
牛’的问题，首先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在‘规范’
实施的基础上出台更具体的行政措施。”

在京奇非凡影视公司CEO田京泉看来，“黄
牛”泛滥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粗放的票价设置。
市面上的演出基本只有6-8个价位，他认为内场
第一排和内场最后一排的价值显然不等，有时候
看台较高的位置都比内场最后一排看得清。所
以“黄牛”对每个座位的票价有了操作空间。他
希望监管方式不要一刀切，而是遵循市场规律。

综合证券时报、南方都市报等

周杰伦演唱会天津站门票又秒没周杰伦演唱会天津站门票又秒没

两张连座票叫价两张连座票叫价1515万元万元
如此天价是谁在炒作如此天价是谁在炒作？？

什么演唱会门票竟要15万？如此天价的门票究竟是谁在炒作？
昨天，“周杰伦演唱会两张连座票黄牛叫价15万”登顶热搜，网友直呼“太离

谱”。沉寂三年后，与线下演唱会一起回归的还有“黄牛”。据不完全统计，今年
以来，至少有二十多条与演唱会“黄牛”相关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而在过去三年，这一数
据为零。

就在前一天，张学友广州演唱会门票一扫而空，不少人怀疑票务平台已被“黄牛”代
抢攻陷。

7月18日，周杰伦“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天津站正
式开票。毫无意外的是，本次开票后又是秒空！据大麦网
显示，演唱会门票共有4轮抢票机会，放票近13万张，超
520万人标记“想看”。据报道，在实际抢票中，30秒内所
有价位的门票都已售罄。

在一票难求的背景下，黄牛们也将周杰伦演唱会的票
价炒上了天：有人放出2张2000元的门票，标价达到15万
元；甚至还冒出了“10万元与周杰伦合影拍照”的消息……

记者联系了一位“黄牛”，他表示目前票价溢价都很
高，最便宜的原价700元的门票，目前单张售价达到2100
元。也就是说，只要你抢到票，转手就能赚1400元。

有网友评论：不去看了，让高价票砸在黄牛手里。
另外，周杰伦经纪公司杰威尔音乐官方微博发布声

明。近日某平台发布的文章中有“周杰伦呼和浩特演唱会

10万块钱拍照”的相关内容，我公司作为周杰伦的经纪公司
特此郑重声明如下：周杰伦演唱会呼和浩特站以及其他各
站，本公司及演唱会主办单位皆没有安排与周杰伦拍照的
环节，更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收费合影，凡涉及上述内容的传
播、推销，均为虚假宣传及诈骗。我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歌迷
朋友增强防范意识，切勿相信各种非官方渠道散布的诸如
收费合影、收费点歌等虚假讯息，避免造成个人财产损失。

记者查询后发现，在某二手平台，此前开票的周杰伦演唱
会呼和浩特和太原站的门票转卖溢价均在75%左右。而此
次天津站的转卖溢价，最高的甚至已经达到了600%。同时，
在普通卖家的转卖当中，还夹杂着部分故意虚标价格，通过高
价引流或低价引流的手段，为自己增加曝光度的黄牛。他们
将转卖门票价格标成0.01元、8.88万元、15万元等骇人听
闻的数字，既误导了大众，又扰乱了二手交易市场的标价秩序。

薛之谦成都演唱会门票
不到40秒全抢光

15 万元的周杰
伦演唱会门票

新闻多一点

周杰伦演唱会天津站，超
520万人标记“想看”

“黄牛”如何取得票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