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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演唱会门票
越来越难买

那么，“黄牛”的票
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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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黄牛”大量抢囤票
票越稀缺价格越高

刚刚结束的暑假，各地游客数量激增。一
些网红景点推出了预约制度，即提前在小程序
上“抢号”，并按照所预约的特定日期及时间段
进行参观。这种预约制本是为了控制客流，却
让“黄牛”嗅到了“商机”。

上海市民郭科介绍，上海某网红书店就实
行了预约制，其会提前在其小程序上放出一天
5个时间段的预约名额，每个时间段约有500
多个名额。浏览该小程序发现，书店预约情况
相当“火爆”，5天内所有时段均显示“约满”。

某二手交易平台显示，平台上有大量出售
该书店参观名额的“黄牛”，发布类似“全天预约
找我，随时可以参观，预约码全天可进”的文
案。记者注意到一则宣传随时可以“买号”进入
书店的帖子，咨询后，该“黄牛”称：“我们这里会
提前抢很多号，现买现发。”

原本免费预约参观的书店，“黄牛”抢到的
预约码商品链接标价8元。记者进一步咨询被
卖家告知标价是“引流价”，实际售价为12元。
记者下单后，该“黄牛”发来一张二维码截图。
随后郭科使用记者购买的这张“黄牛”预约的二
维码截图，顺利进场。

除了转让手头上的预约号，不少“黄牛”同
时做起了“代抢号”的生意，如在某二手交易平
台上随处可见诸如“接各种代拍，静待你，不管
是旅游景点还是博物馆，什么都可以”的广告。
记者咨询其中一位卖家得知，对于需要实名进
入的景点与博物馆，需提供身份信息给“黄牛”，

“黄牛”抢到号之后，支付约定好的“代抢费”。
经调查发现，多省博物馆均在“黄牛”代抢的行
列之中。

不久前，有媒体在国家博物馆外随机采访
30位游客，只有两人通过正规渠道预约成功，
其余28人均由“黄牛”代预约。

不仅如此，“黄牛”兜售的还有各类VIP票。
在记者咨询某博物馆门票时，一“黄牛”推

荐称VIP票“更实用”，能够免实名进入博物
馆。该“黄牛”给记者发来了VIP票的图片显
示，门票上标注有“合作票”字样，同时明确写着

“此票不得出售”。
在各社交平台及二手交易平台上，此类

VIP票的价格被哄抬至500元至800元不等。
除了二手交易平台、社交平台等渠道，该类票还
在各大第三方旅游平台出售。据介绍，此类门
票一般属于“合作单位的赠票”，并不对外流通。

B
各种“战术”代抢票
肆意转发个人信息

“黄牛”手上的票，到底是哪来的？经调查
发现，不少“黄牛”发展出了代抢业务。

来自江苏的黄琳为“挣外快”成为了一名演
唱会门票“抢手”。黄琳称，组织他们抢票的“黄
牛”自称“票务”，会不定期在“朋友圈”和“抢手
群”中发布信息，通知“抢手”们开抢。

黄琳透露，在其曾经参与过的抢票中，一张
热门歌手演唱会价值1280元的内场票被哄抬
至数万元。

“我们主要是靠人多，能不能抢到看运气，
还有一种票是录入票，那种价格就更贵了。”黄
琳解释，录入票是一种“渠道票”，即主办方留存
的赠票。

黄琳介绍，热门演出的票只要抢到一张，
“抢手”就能获得四位数的“抢手费”。

为了解代抢流程，记者加入一个名为“发财
变富豪”的“抢手群”。群里共有200余名“抢
手”，且每日源源不断地加入新人。群公告昭
告：“我们是接代拍的，抢不到没有任何后果，就
当练手。”群主不断鼓励“抢手”们拉人进群，每
拉满15人就有“红包奖励”，“大家可以邀请自
己的朋友抢，朋友抢到了我给你佣金的10%作
为奖励”。

在记者入群的第一天，便有近60条抢票订
单。订单上写明了“雇主”所需要的演出日期、
场次。除此之外，还有姓名、身份证号等具体的
个人信息。个别订单上标明了“独家”。

群主告知，“独家”即“雇主”直接找到该群
组织者进行抢票，而“非独家”的订单，则是该群
组织者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抢票订单，“不止我
们这一家帮忙抢”。就这样，“雇主们”的个人信
息在200余人甚至是更大范围的“抢手群”中被
一次次转发、传播。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曦曾帮
助买“黄牛”票被“坑”的消费者维权。陈曦介
绍，有些“黄牛”会“一票多卖”。

“‘黄牛’圈会有很多层的代理商，上层‘黄
牛’拿到内部票名额之后会往下级代理商传，一

个群有上百个人收到信息，然后又往他们
下一级的群去卖。每个‘黄牛’都可能把这
个票卖给自己的客户，往往名额就那么一
两个，却卖给了很多人。”陈曦说，最后，“黄
牛”一般会选择高价卖出，对于下级“黄牛”
来说，如果上级的“黄牛”没有拿到票，又不
退钱，那么下级“黄牛”就会直接“跑路”，对
消费者违约不退钱。

也有“黄牛”直接用上“科技手段”抢
票。

调查中，记者随机添加了一名“黄牛”，
其社交“朋友圈”内充斥着市面上热门歌手
演出的开票代拍信息，且晒出了不少代拍成
功的订单。当记者询问如何保证抢票成功
率时，该“黄牛”称，“我们有团队，机器抢”。

不久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办
理了一起“黄牛”倒票案件。案件资料显
示，犯罪嫌疑人利用自行研发的抢票软件，
凭借已经掌握的他人有效身份信息，抢占
大量门票资源。通常而言，门票预约成功
与许可退票之间有近7天的“时间差”。在
招揽到真正游客后，他们利用这个“时间
差”不断在预约系统上秒退秒抢。仅2023
年暑期，该涉案团伙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
非法获利30多万元。

这种“机抢”脚本不仅为“黄牛”团队自
用，还成了商品被售卖给有抢购需求的人士。

二手交易平台上抢票脚本价格浮动较
大，在1元到200元不等，价格高的通常是
买了脚本后卖家承诺“包教包会”。

一名卖家告诉记者，该程序能够覆盖
多个抢票平台，只要在程序中输入场次、主
选票价、备选票价以及观影人数，就能“到
点开抢”。

“其实脚本就相当于一个模拟器，能够
模拟人抢票点击的全过程。”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信息枢纽研究助理谢怡萱称，这种脚
本能够在开票的一瞬间模拟人手点击，在
首次点击抢不到票的情况下，还能够通过
连续点击抢进回流票，速度远高于手速，抢
票的成功率也就更高。

今年暑假，在北京从事旅游行业的刘
宇(化名)接到十几通亲戚朋友求助国家博
物馆门票的电话。

“最开始，我还抱有希望，连续几天都
紧盯预约系统，但哪怕是分秒必争，最后也没能在这
场‘抢票大战’中胜出。”为了不让亲戚朋友失望，刘宇
只能“转战”某二手交易平台，找“黄牛”买了3次共7
张票，一共花了3300元。

不仅是博物馆门票，演唱会、景点、展览馆等需要
“抢票抢号”的领域几乎都有“黄牛”的身影。一些“地
狱级抢票难度”的热门演出、展览，让消费者不得不以
高出原价数倍的价格向“黄牛”购买。门票市场“黄
牛”或有自己的购票渠道，或采用“人海战术”，组织大
量“抢手”抢购，有的甚至运用科技手段，开发“脚本”
“抓包”程序进行“机抢”。“机抢”程序同样成了商品，
被明码标价出售给有抢票需求的网友。

受访专家认为，要有效打击“黄牛”倒票行为，需
从多方面入手。一方面应由相关部门及时发现、严厉
打击、依法治理“黄牛”倒卖门票的不法行为；另一方
面，博物馆、售票平台等需要不断修改完善自身的放
票规则，堵住预约或售票环节的漏洞。

建立部门协作机制
整合力量综合治理

一边是消费者对心爱的演唱会、博物
馆等可望而不可即，另一边是“黄牛”手握
大量票源坐地起价。

北京嘉潍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指
出，“黄牛”抢票无论是通过人工或编写脚
本软件抢票，再加价倒卖，都是违法的，均
属于倒卖有价票证，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
法。如果倒卖的数量、金额达到一定标准，
就可能构成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

“在当前的法律法规中，对‘黄牛’倒卖
门票的具体行为尚缺乏明确和专门的司法
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此类违法
行为的有效打击。因此，出台专门司法解
释等对此类行为进行明确和规范具有必要
性，不仅可以提高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打击
精准度和力度，还能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专门
对涉及“黄牛”的相关案件进行过梳理的京
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翁小平说。

在受访的业内人士看来，实践中，由于
证据收集困难、执法成本高等原因，导致

“黄牛”依然猖獗。
“打击治理‘黄牛’的难点主要在于违

法成本低、监管难度大和消费者需求旺盛
等方面。”陈曦说。

“对于‘黄牛’的‘科技手段’，单纯从法
律上制约存在一定难度。”陈曦认为，随着
科技的进步，“黄牛”抢票的手段会更多，除
了法律及监管力量的规制外，相关的售票
平台还应该加强技术防御。

翁小平建议，要有效打击“黄牛”倒票
行为，需从多方面入手。应当完善相关法
律法规，特别是加大对“黄牛”行为的惩处
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使潜在的违法行为受
到震慑。同时，加强市场监管，利用技术手
段监测和打击“黄牛”票的线上交易，及时
查处违规行为。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整
合文化、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力量，形
成打击“黄牛”的综合治理手段。票务平台
应实行严格的实名购票制度，同时限制退
票次数，减少“黄牛”利用退票漏洞进行非
法交易的机会。此外，提高热门演出或活
动的票务供给质量和数量，尽可能满足市
场需求，降低“黄牛”票的吸引力。政府和
社会各界应加强对消费者的引导和教育，
倡导通过正规渠道购票，共同维护公平的
市场秩序。 据法治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