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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网友来说，“有偿抢票”虽然
无奈，但也能接受。网友“wuli天下第一
二”甚至认为，要是取缔了各类抢票软件
才真正是增加群众困难，“你觉得是多花
30块钱不用管就能刷到票亏呢，还是一
直不停地刷刷刷，担惊受怕一整天亏呢？”

中青舆情分析师抽样2000条网民观
点显示，超五成网友表示不满，认为加钱
抢票性质跟“黄牛”一个样，更有网友担心

“是不是不加钱的就永远抢不到票”。可
见，在更多的媒体和网友看来，互联网平
台推出的“有偿抢票”，看似是刚需之下的
市场现象，实则是披着“马甲”的“黄
牛”———“给钱就能插队”“出价高就先
出票”。

记者联系了一位刷票软件制作者，当
问其“如何看待刷票导致购票环境不公
平”时，对方表示，“就算停用所有第三方
软件，还是有一些人因为网速、电脑配置、
手速等因素抢不到票。用我们的软件也
有很多买不到票的，每个人的网络环境差
异太大，所以公平真的很难。”

“有偿抢票”服务离违法到底有多
远？中青舆情分析师注意到，已经有媒体
和网友梳理出质疑此举违法的依据，主要
有两个：其一，依据铁总价〔2015〕365号
文规定，即便有关企业取得铁路客票的代
理销售资格，服务费每张客票最高也不得
超过5元。其二，根据《刑法》相关规定，
只要具备高价、变相加价倒卖车票的行
为，并符合票面价值5000元以上或非法
获利2000元以上要求，就构成“倒卖车票
情节严重”，将被处以刑事处罚。根据中
青舆情分析师观察，“有偿抢票”服务加价
大多在20元至60元之间。

《新民晚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指出，
“有偿抢票”的平台化，显然是在扩大技术
鸿沟、压缩正常抢票者机会，在破坏相对
公平。

某种程度上，利用“技术”刷票的行为
与去年中秋期间阿里员工写代码“抢月
饼”事件类似。2016年9月 12日，阿里巴
巴安全部门的几名员工用编写脚本代码
的方式，在公开秒杀月饼的内部活动“秒
到”了133盒月饼，随后被公司劝退。

有人嗤笑说，利用优势抢占资源太正
常不过，阿里为几盒月饼开除员工未免太
没肚量。但也有人义正词严道，程序员用
技术手段作弊，是对其他人的不公平。

阿里巴巴对此回应：“4 位‘安全小
二’采用技术手段作弊，对其他员工造成
了福利分配的不公正。更重要的是，安全
部小二作为平台规则的捍卫者，使用工具
作弊触及了诚信红线。”

诚然，无论是车票还是月饼，面对有
限的资源，总有人想利用钱权和关系搞特
殊，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想要“开挂”的
人生无可厚非，却也必须守护这个社会的
诚信和公平。但现实却是，不少情况下，
这种诚信与公平只能靠网络公司自我净
化来保障，不少网民呼吁，相关部门不能
再“沉默”。

从加价火车票到近期火热的王菲演
唱会天价门票事件，一些互联网平台的压
票倒卖行为已经在挑战市场和公众的容
忍极限。可以想象，如果任由“黄牛”恶意
炒价，下次可能面临崩盘的就不只是一场
演唱会那么简单了。

中青舆情分析师认为，线下违规的经
销手段屡屡被搬到线上，钻的还是我国互
联网监管领域的漏洞。有网民呼吁，面对
升级的“黄牛”，有关部门必须加紧制定和
完善针对互联网企业的有关规定，对违规
行为依法制止和处罚。既要打击线下“黄
牛”，也要打击产业链上的“新黄牛”行
为。只有让规则产生约束力，让所谓的

“市场行为”得到约束，才能让普通百姓感
受到公平。同时，“有偿抢票”服务之所以
盛行，是因为确实会带给网友便利，在打
击的同时，学习其中的便民举措，优化购
票体验，才是根本。 （综合）

打击有偿抢票
优化购票体验

加钱就能抢到车票？
互联网+“黄牛”受质疑

“想买张回家的票怎么
那么难啊？”最近，在北京一
家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唐先生
心急如焚，其今年计划去齐
齐哈尔市的女朋友家过年，
但接连两个星期都未能在
12306 官网上买到卧铺票。
无奈之下，唐先生选择了携
程网推出的VIP专人抢票服
务，收费价格为 66 元/份。
在挂单两天后，唐先生成功
地抢到了两张卧铺票。

南方都市报记者注意
到，今年至少58家平台推出
了抢票软件，这些平台一般
宣称平均收费 30 元左右就
可以提升70%、80%甚至更高
的抢票概率，甚至有平台推
出了“抢票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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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携程网上看到，该网站提供
24小时VIP抢票服务，半夜也能抢票。平
台宣称，携程云数据显示，每天夜里都是
放票高峰期。携程网称，夜间抢票只支持
线下出票、送票上门，需预收配送费用及
铁路客票代收费。但如果选择这项服务
后，在白天抢到票，将会立刻退回预收的
配送费及铁路客票代收费。

为何携程网能够夜间抢票？记者致
电 12306 网站官方客服。工作人员称，
12306官网和APP的服务时间为上午6点
至晚上11点，其余时间互联网例行维护。

“至于为什么携程网能够抢到夜间票，我
们不大清楚，但如果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
发生风险，12306官方概不负责，请谨慎
考虑。”工作人员表示。

记者就此致电携程网客服，工作人员
表示，夜间会发生退票、改签等事项，因此
携程网才能够提供相关服务。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业内人士分析，在
12306 官方网站和 APP夜间停止服务的
情况下，携程网不太可能从网上获得车
票。因此，可能是携程网组织专人，在线
下帮顾客购买车票。

号称夜间也能购票

目前，市面上抢票软件种类丰富。据
第三方软件平台统计，有58家平台发布
了抢票软件，其中包括奇虎360、去哪儿
网、途牛等知名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在某平台上看到
了“抢票险”服务。花费15元，即可在购
票失败后获得90元补偿。记者致电该平
台客服，客服人员提醒记者注意理赔条
款，根据自己需要购买。

记者统计发现，这些平台均有免费服
务，但免费服务的抢票成功率很低。记者
在去哪儿网等数家平台选择免费服务挂
单，数据显示，各家平台至少进行了数千
次抢票服务，但没有一家成功抢票。

随后，记者尝试有偿服务，绝大多数
平台的收费为30元，宣称成功率有70%
至80%。记者在数家平台挂单后，数小时
后在去哪儿网上抢到一张前往徐州的车
票。随后，记者前往车站查询，的确存在
相关订单。

大家在 12306官网上辛苦刷票很难
成功，可是通过抢票软件的抢票服务却能
抢到车票，其原因何在？抢票软件和工具
到底快在哪里又强在何处？

有关专业大数据分析专家向媒体披
露了抢票软件的部分工作原理。“在
12306买票需要一步步去操作，但是通过
抢票软件，你可以提前选好优先的车次、

出发日期、出发点和目的地，再一键勾选
承诺发票，那边从刷票到下订单，直接完
成，免去中间多步骤的操作。其实就是
机器代替人工，实现全自动化的流程优
化。”

另有相关软件人士也表示，所谓“抢”
主要一点还在于下单的速度。这其中既
包括用户的点击速度、机器速度，也包括
网络速度，以及软件的提交速度。而今年
多款客户端标榜的“云抢票”“引擎升级，
速度提升”，简单地说就是用更快的机器
和更优化的软件算法，来代替人工的点击
查询和下单，这显然要比“原始”的手工下
单来得快。

至少58家平台参与

去年12月初，发改委、交通部等六部
委联合发布《关于全力做好2017年春运
工作的意见》，意见预计2017年春运需求
仍将保持小幅增长，全国春运旅客发送量
将达到29.78亿人次，比上年增长2.2%。

唐先生决定今年前往女友家见父母，
并一起商量婚事。目前北京尚未开通前
往齐齐哈尔的高铁，每天前往齐齐哈尔的
列车班次不到 10班。从一开始，唐先生
就有“抢票难”的心理预期。

去年 12月 15日，春运火车票正式拉
开网络售票的序幕。与往年不同，这次的

车票预售期只有一个月。
“刚开通那天，是中午12：30开抢，我

赶紧下单，但等我点到付款时，卧铺票已
经全部没有了。”唐先生称，从去年 12月
15日开始，他每天都参与抢票，一连抢了
两个星期都没抢到票。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逝去，唐先生开始
着急。这时，一个朋友告诉他，可以通过
携程网抢票软件买票，其已经通过该软件
成功买票。

下载了相关APP后，唐先生发现携程
网提供的抢票服务多种多样，包括低速抢

票、百度钱包高速抢票、极速抢票和VIP
专人抢票，收费分别是0元、20元/份、30
元/份和66元/份。

为了确保能抢到票，唐先生选择了
66元/份的 VIP专人抢票。两天后，唐先
生收到短信，称其已经成功购票。

随后，唐先生用身份证在北京南站自
动售票机进行查询，发现的确存在相关订
单。

像唐先生一样，成功利用第三方软件
抢到票的人不在少数。记者身边，就有近
10人通过第三方软件成功购票。

加价66元成功购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