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大剧院附近的一位“黄牛”告诉记者，他手中拿到的“北京市文化惠民
票”都是通过办卡从正规渠道买出来的，办卡花了不少钱，所以要加钱卖票。
一些网上“黄牛”是收钱后进行加价代购。

代购票
囤票

内部
关系票

随着有关部门打击力度加大，假票在市场上生存难度越来越大，“黄牛”手
中大多以真票为主。记者询问部分“黄牛”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把这些真票来
源指向“内部关系”，通过熟人、买通内部关系等渠道，“黄牛”可以拿到一些关
系票和大幅低于正规定价的门票。一些地方警方还曾破获某票务公司员工非
法打印门票供给“黄牛”牟利的案件。

二手票

一些单位或个人会把赠票、内部票等通过一些手段流转到“黄牛”手里，以
票套现。

在长春部分展会现场附近，记者发现了不少活跃的“黄牛”，手中拿着一沓
印着“嘉宾票”字样的展会门票，这些原本免费的赠票到“黄牛”手里定价出售，
随行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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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运动、王凤（秀）梅：本院受理原告余方玲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的十五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2015年8月27日

河南省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法院公告

通 知
河南庆三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胡观勋）：

请您于本月30日 18：00前腾空并交回我
租给您的房屋和所欠租金，逾期将按合同约
定执行。

特此通知
王丰萍

2015年8月27日

中石化叶县石油分公司
《成品油经营批准证书》

变更事项公示
根据平顶山市商务局平商（2014）44

号文件要求，现对中石化叶县石油分公
司优化整合农村网点申报《成品油经营
批准证书》变更事项进行公示，时间为7
天，如有异议请拨打叶县商务局电话：
3319696。具体内容如下：

中石化叶县石油分公司叶沙路加
油站，证号：41040224，企业名称变更为：
叶县鑫泽加油站；法定代表人由许金尧
变更为李随红。

叶县商务局
2015年8月27日

猖獗的“黄牛”，到底有没有人
管？

记者就国家大剧院周边公然销
售“黄牛票”一事咨询其票务部门，
工作人员表示并不了解。北京市公
安局西城分局国家大剧院派出所的
一位负责人表示，警方不定期对“黄
牛”进行专项打击，平时国家大剧院
周围都有民警巡视，尤其是在演出
开始和结束时有重点巡视。针对记
者反映的情况，他们表示将加强巡
查。

虽然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
对“伪造、变造、倒卖车票、船票、航
空客票、文艺演出票、体育比赛入场
券或者其他有价票证、凭证”等行
为有明确的处罚标准，但实际执
行过程中却存在取证难、执法难
等多方面困难，例如对于“黄牛”的
交易过程难“抓现行”，一些“黄牛”
倒票价格低尚未达到某一标准，对
其处罚力度有限，无法达到有效惩
戒效果。

长春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有关人
士表示，治理“黄牛”需要主办方、警
方和市场监管等方面的力量密切配
合，共同发现和查处，并强化对于票
务市场的常态化监管，及时封堵售
票环节中存在的空子。同时，建议
进一步细化相关惩戒措施，提高违
法成本。

“‘黄牛’之所以屡禁不绝，根本
原因还在于供给需求不平衡。”福
州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满堂认
为，当前优质演出等资源较少且
相对集中，消费者的需求却越来
越大。

甘满堂建议，改进当前演艺市
场的票务管理体制，加快建立并实
行票务实名制，提高票务购销环节
的技术含量，尤其是对于一些高水
平的演出等活动，可以将票务信息
与身份信息关联，让演出和各类活
动资源真正到达百姓手中。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票务市场上“黄牛”疯狂
“黄牛”从哪里拿票？

专家建议：建立票务实名制

备受瞩目的第24届金鸡百花
电影节还未开始，颁奖礼的门票已
经在网上悄然升温。记者查询淘
宝网等部分票务商家发现，门票被
分为不同等级出售，前五排最高标
价达 2000 多元，还有商家标称
1300元座位随机选。商家还承诺
是真票，为了减轻买家的疑虑，甚
至可以“看后付款”。

然而，记者 8 月 25 日向电影
节执委会核实，相关票务工作人员
表示，目前电影节开闭幕式及红毯
仪式门票是否发售、如何发售都还
没有定论，也没有设立淘宝等销售
渠道，观众应以电影节官网的消息
为准。

官方渠道尚未开通，网络上票
务“黄牛”就已经显露神通。这既
体现了演出市场繁荣的一面，也反
映出票务市场的畸形。虽然有关
部门多次申明要予以严厉打击，但

“黄牛”却几乎无处不在。
国家大剧院不久前举办的李

云迪演奏会开始前，记者查询官方
售票网络已经显示无票，售票窗口
工作人员也表示票已售罄。但国
家大剧院附近的“黄牛”手中则仍
有大量余票。

“李云迪一年能到国家大剧院
演出几回啊？这票上个月一放出
来就被抢光了。”一位“黄牛”告诉
记者，他们通过特殊路子拿到门
票，所以肯定要赚些辛苦钱，票面
价格200元的门票被抬高到700-
800元，1000元以上的好座位则几
近翻倍。

最终，记者在演出开始前以
500元的价格从“黄牛”手中购得
一张200元门票。记者进入音乐
厅发现，身边仍有不少空座。熟悉

“行规”的业内人士表示，这些空座
大多可能是“黄牛”们囤票未售完
而“烂”在手里的。

福州市民林钦酷爱观看话剧等文艺演
出。她告诉记者，有时演出买不到票时，就会
提前一两个小时到演出地附近“蹲点”，一般都
能遇上“黄牛”。“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也能买到
票，就当是一次你情我愿的交易。”

很多观众对记者表示，他们对“黄牛”又爱
又恨。“虽然通过‘黄牛’买到票了，但我也会质
疑为什么他能搞到票？为什么我不能把更多

的钱付给付出劳动的演职人员？”一位观众说，
感觉“黄牛”既从顾客处赚钱，更压榨、侵害了
演出人员的利益。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黄牛”的神通之大令
人惊讶。北京一位自称“刘先生”的票务经理
名片上印着业务范围：演唱会、音乐会、话剧、
歌剧、相声等门票甚至还赫然标明“春晚票务
合作”。

票源未发售已被热炒
稀缺票价翻数倍

记者了解到，目前演出市场需求庞大，“黄牛”通过多种渠道，在门票收购、转手等环节获取利
益，并能做到各相关方利益共享，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利益链条”，实现长期合作。当前“黄牛”的
票源主要有几种渠道：

“黄牛”拿票背后利益链多

专家建议：
建立票务实名制

“看演出买不到票怎么办？找‘黄
牛’！”近年来，在文艺演出、体育赛事、
大型展会以及节目录制演播室外，“黄
牛”的身影无处不在。在不少消费者眼
中，“黄牛”已成为除正规售票网络之外
的重要销售渠道。

层层监管下，“黄牛”为何神通广
大、愈挫愈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