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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各地热门景点再次受
到大量关注，而提前预约门票也成为游客出行
前必做的“功课”。近年来，热门景点和文博场
馆票源紧张，由此引发“黄牛”抢票、囤票并高
价倒卖等乱象。这些“黄牛”为何能轻松抢到
大量票源？如何有效治理和打击全网喊打的

“黄牛”？怎样加大有效供给解决景区预约难
题？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采访。

开票即售罄，找“黄牛”就能买到票？

近日，在中国政府网上，一名网友的留言
引发了不少关注：“自从旅游景点实施预约参
观后，每次到了节假日、寒暑假计划旅游就十
分头疼。”“热门景点抢票难滋生了‘黄牛’倒票
行为，但有时找‘黄牛’也抢不到票。”

这则留言反映了很多游客的心声。自各
地景区和文博场馆实施预约制以来，预约难、
抢票难成为让很多游客头疼的事，一些游客无
奈之下只能选择找“黄牛”买票。

“我们也不想多花这冤枉钱，可是实在没
有办法，本来票源就紧张，‘黄牛’还占了大量
票源，不找他们的话我们根本就买不到票，总
不能白来一趟。”今年暑假，兴冲冲从广东带父
母来北京旅游的唐燕，却被一些景点需要预约
门票的情况难住了。她无奈地告诉记者，父母
来北京最想去的景点是故宫，可她守着预约页
面“蹲”了好几天，还是没有抢到，为了让此行
不留遗憾，只能在网上找“黄牛”买了三张门
票，每张加价100元。

“毕竟大老远来了，肯定不能没玩成就回
去。”和家人到河南旅游的李先生为了预约河南
博物院的门票，也和家人在网上抢了很久，可每
次一到放票时间门票“秒没”。“这么多的票都去
哪里了？”百思不得其解的李先生又登录社交平
台，准备找找抢票“攻略”。在社交平台上，他看
到不少游客也发布了同样的困扰，评论区里却
充斥着声称可以买到票的“广告”——“买门票
可私信我”“加联系方式可以包出票”。

一名北京的导游向记者透露，在旅游旺
季，很多导游和旅行社也约不到热门景点和博
物馆的门票，为了不让游客失望，也只能找“黄
牛”买票。“目前有些导游及旅行社已经和‘黄
牛’形成了合作关系，成了‘黄牛’的‘大客户’。”

更残酷的现实是，即使是找“黄牛”买票，
也未必成功，还有遇到信息泄露甚至诈骗的风
险。今年暑假，游客陈女士去南京游玩，由于
预约不到南京博物院的门票，就添加了声称可
以帮忙预约的“黄牛”的联系方式，并进行了转
账，但对方拿到钱后不但没有买到票，还“失
联”了，钱也没有退回。

警方调查后发现，此类“黄牛”实际上并没
有渠道获得所谓的门票，或者并没有十足的把

握能成功抢到票，游客从不合规渠道约票购票
很容易遇到诈骗。

“黄牛”手中为何有大量门票？

景点预约门票为何会“秒没”？“黄牛”为何
能掌握大量门票？

“现在的‘黄牛’不像以前一样通过排队抢
票来囤票，面对如今景区的预约要求，‘黄牛’
大多从线下转移到线上，通过技术手段抢占大
量票源。”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副教授
戴锐向记者介绍，比如利用自动化脚本、插件、
爬虫等网络技术工具假造用户账号、变更设备
地址，突破网络实名安防机制，可以在短时间
内获取大量票源。

公安机关在打击“黄牛”过程中，发现不少
“黄牛”都研发了专门用于抢票的软件，甚至形
成较完整的抢票产业链，从票源获取、转卖到
最后的利润分配都有明确的分工合作。据介
绍，打开这些抢票软件，只需提前输入多名游
客信息，在平台放票的瞬间点击抢票，就能在
1秒内锁定成百上千的票源。而普通游客手
动抢票，输入信息、提交、支付，一系列流程下
来基本都要花费几秒到几分钟不等的时间。

对于此类情况，已有不少景区和博物馆采
取了应对措施，如针对外挂软件刷新频率更高
等特征进行识别，并对IP进行限制，从而保护
正规渠道的购票者权益。

此前，三星堆博物馆门票系统对单一账号
一天内购买门票数量没有明确限制，导致出现

“1个账号1个月参观7000次三星堆”的怪现
象。对此，该博物馆开始规定每个身份证每日
限约一票，并通过技术手段识别虚假用户地址
和使用外挂软件的行为。

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介绍，针对非人工操
作的购票预约手段，故宫博物院的票务预约平
台采取了多种技术手段进行甄别，其防恶意抢
票系统能在购票前、购票中、购票后三个阶段，
使用实时甄别“黄牛”的纵深防御技术手段，以

“毫秒级”对预约的用户进行风险识别，对识别
认定的刷票账号和用户进行及时处置。

以旅行社身份作掩护，是如今“黄牛”的另
一种招数。近日，某旅游公司负责人通过网店
倒卖热门景点预约名额，在多地警方的配合下
被抓获。据记者向警方了解，该团伙以旅行社
名义在多个互联网平台创建门店、上架旅游产
品招揽客源，组织团伙成员通过多种方式批量
抢占热门景点门票（预约名额）并售卖牟利。

“如今的‘黄牛’会有意识对违法行为进行
‘合规’包装，如将‘抢得’的博物馆门票通过附
加低价值讲解的方式高价转售，伪造合法交易
的外观，加大监管部门发现和处罚的难度。”戴
锐分析。

根据8月公安部门的通报，旅行社将门票
与廉价讲解服务捆绑销售的现象增多，其所卖
门票价格是原票面价格的数倍，还会非法挤占
团体购票资源，让正规旅行社难以买到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信息网络安全学院副
教授钟寒表示，对于“黄牛”乱象，各部门需要
采取积极应对措施，挤压非法渠道牟利空间，
加强景区等游览场所的公共秩序维护工作，防
范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对非法倒卖票证行为
加大查处打击力度，部分景区、博物馆应及时
堵上预约系统存在的漏洞。

技术拦截之外还有哪些治理举措？

对于“黄牛”猖獗的现象，不少业内人士认
为，归根结底是供需不平衡导致的。“有些景区
实施预约制后放票量明显比以前少，流量被限
制得太低，加剧了票量紧张情况。”有游客表示。

“一些景区或文博场馆热度在上涨，游客量
也大幅增加，景区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为更多
游客提供服务，门票供给量远低于市场需求量，
导致门票稀缺，预约难度变大，从而出现‘黄
牛’现象，这些‘黄牛’通过各种渠道抢资源，导
致景区门票稀缺进一步加剧。”南开大学旅游
与服务学院教授马晓龙指出，除了从技术上进
行拦截、加大打击治理力度外，增加文旅产品
供给、优化预约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举措。

此前，文旅部资源司相关负责人在回应网
友留言时表示，针对网民反映的景区预约问
题，文旅部多次作出部署并提出要求——所有

景区均保留人工窗口，最大限度满足游客参观
游览需求，在承载量容许情况下，保障临时到
访游客和老年人等群体入园需求；要求常年预
约空余量较大的景区不实行预约；实施线上购
票预约的，要求完善预约措施，优化预约程序，
尽可能减少游客个人信息采集。

今年暑假以来，北京、上海、苏州、武汉等
多个城市宣布取消景区预约要求，仅保留少数
热门景区场馆及部分景区场馆热门时段的预
约要求。保留预约要求的景区，也有不少推出
优化预约服务、延长营业时间等举措。如江苏
出台文件，推动省直博物馆在寒暑假和法定节
假日期间延长开放时间、开发夜游项目等。

戴锐表示，监管部门应借鉴高铁、机票管
理相关经验，考虑制定有关网络预约、售票平

台的全国统一性安全标准，明确信息采集、验
证、票证制成、销售、使用的安全要求，在此基
础上建设符合安全防范要求的网络预约、销售
平台，使实名验证、票证发放、出售制度规范
化。网络平台也要加强实名信息登记采集，严
格落实先登记信息后定向发售票证。

马晓龙指出，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门票销售
渠道的管理，保留预约服务的景区和场馆应科
学核定参观游览容量，适当延长游览时间，通
过优化旅游产品和线路，扩大景区游览空间和
供给规模。还可通过再预约环节，严格落实身
份认证制度，建立不良游客黑名单制度，控制
单人年度或月度入园次数，避免倒票现象发
生。对非热门景区加强宣传和客源分流，呼吁
游客尽量错峰出行。 据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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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牛”倒票如何破

今年以来，我国演出市场快速回暖，演
唱会、音乐节、话剧、舞剧等各类演出数量剧
增。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上
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场次19.33万场，演出
票房收入167.93亿元。随着演出市场的回
暖，“黄牛”也活跃了起来，许多演出门票开
售即秒空，被“黄牛”炒到天价而冲上热搜。

“黄牛”肆意加价、疯狂倒票的行为，扰乱
了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和管理秩序。根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营业性演出管理条
例》的相关规定，“黄牛”倒卖文艺演出票、体
育比赛入场券等行为，将面临拘留、罚款等行
政处罚。如果情节严重，通过在网上发布虚
假票务信息骗取钱款，或者倒卖伪造、变造的
营业性演出门票，还可能构成诈骗罪和伪造、
倒卖伪造有价票证罪；利用自制软件控制平
台系统进行抢票，可能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

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利用消费者
提供的个人信息或将信息提供出售给他人，
则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面对演出市场的“黄牛”乱象，一些城市
开展了专项整治工作。各地打击“黄牛”力
度不断加大，但“黄牛”或许会暂避锋芒，却
很难偃旗息鼓。他们针对监管执法不断更
新手段、变换花样，“业务范围”越来越广，

“服务项目”越来越多，比如雇佣大学生代
抢、勾兑与明星合影收取天价费用等。因
此，监管部门必须多方联动、多措并举严厉
整治。

近年来，“黄牛”倒票开始从线下向线上
转移，线上“黄牛”呈现出人数众多、难以清
查、不易甄别、票源渠道不透明、跨区域执法
不联动等新特征和新问题。因而，“黄牛”跑
到哪里，监管力量就要追到哪里，有关部门

应与时俱进，及时将监管的主战场转移至线
上，强化票务市场的线上监管。一是积极发
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文旅、公安、网信、
文化执法等部门除了演出场地的现场执法
以外，还应在线上充分用好市场准入、行政
监管、行政处罚和行政指导权限，规范演出
市场管理秩序。二是监管部门更好压实属
地责任，线上交易具有跨空间、跨地域的特
殊性，演出活动举办地与“黄牛”交易网站归
属地往往不在同一个地域，地域之间、部门
之间应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加强沟通交流，探
索建立信息共享、执法衔接等协调配合机
制。三是扩大案件线索纳入渠道，“黄牛”线
索举报也应延伸到线上，设置举报专用信
箱，针对倒票、勾兑合影、有偿代抢等乱象，
及时受理和处理举报线索，切实保证处理的
时效与质量。 据中国网

标本兼治严厉打击“黄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