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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旅市场复苏，消费潜力释放，“供不应求”的票务情况给了“黄牛”乘虚而入的牟利机会。

除演出票务外，公共医疗、商品交易等领域的“黄牛”行为也对市场环境和公共利益造成了不良

影响。

　　一段时间以来，各级政法机关不断加大整治力度，多措并举对“黄牛”实施精准打击，进一步压

缩其生存空间，更好维护公共利益。本报今天刊发一组相关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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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董凡超

　　“前排门票有要的吗？都是好位置！”10月20日

晚，某知名歌星演唱会开演在即，江苏常州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门前人头攒动，高价倒票的“黄牛”也活跃

起来。

　　“别动！警察。”两名便衣民警箭步上前，亮出证

件，将正在吆喝贩票的“黄牛”控制住。当晚，常州市

公安机关多部门、多警种联合行动，围绕奥体中心

场馆周边及沿线，持续加强巡逻防控，并抽调多名

警力组成整治“黄牛”行动队，对现场发现的倒卖门

票违法行为予以严厉打击，抓获倒卖门票的违法嫌

疑人26人，有效维持了演艺活动票务市场的正常

秩序。

　　“黄牛”炒票倒票问题一直是票务市场的顽疾。今

年以来，随着大型演出活动大量增加，“黄牛”倒票牟

利问题更加凸显，严重侵犯消费者权益，扰乱演出市

场秩序。基于此，各地公安机关加大对相关违法犯罪

行为的打击力度，并与相关部门加强执法联动，通过

实名制、技术打击等手段，构筑票务系统的“防火墙”，

挤压“黄牛”非法牟利空间，保障消费者正当权益和消

费体验。

加大打击力度除隐患

　　近日，湖南省长沙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湘龙派出

所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辖区内有“黄牛”非法利用网络

信息，组织大量“抢手”“客服”专门从二手网站上抢购

热门演出票，然后高价倒卖获利。

　　长沙县公安局网安大队、湘龙派出所立即组织

警力开展侦查工作，在长沙县某小区抓获嫌疑人6

名，扣押涉案手机6部、电脑两台，追缴非法获利10万

余元。

　　据交代，嫌疑人周某和周某洋瞅准了“商机”，为

牟取暴利，从今年9月起雇佣彭某、沈某智、单某、夏某

臣倒卖演唱会门票，其团伙成员在各大二手平台收购

热门演唱会门票，之后在其他平台高价转卖，累计销

售票数1300余张，非法获利10万余元。目前，嫌疑人周

某等6人已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并罚款。

　　针对各地营业性演出、赛事、热门景区存在“黄

牛”倒票突出等问题，公安部今年专门组织开展专项

打击行动，共排查网络倒票线索1.9万条，抓获违法犯

罪嫌疑人900余人，查获各类门票1.2万张，约谈整治一

批票务平台，下架处置违规门票网店300余家，研判拦

截“黄牛”账号5万余个。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伪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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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证等行为之一的，处十日

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情

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

元以下罚款。

　　常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勤务指挥大队教导员

赵华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线上，一

些“技术型黄牛”通过研发新的抢票外挂软件来钻漏

洞、囤倒票；线下演出现场的“黄牛”群体往往混迹于

人群中，流动性强、隐蔽性高。诸如此类的“黄牛”行为

造成违法行为甄别难、取证难、处罚难的现状，给消费

者和社会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危害，不仅扰乱了公平

竞争、公开透明的市场秩序，虚高的票价也给消费者

带来了更大的经济负担。此外，“黄牛”活动还可能涉

及诈骗、偷税漏税等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安

全隐患。

　　赵华分析认为，如果“黄牛”使用软件帮助客户抢

票，并获得非法利益，扰乱正常购票的秩序，还可能构

成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所规定的提供侵入、非法控制

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消费者在寻求代抢时

往往会将个人信息提供给“黄牛”，如果“黄牛”非法利

用其个人信息或将其信息提供出售给他人，则可能构

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推动实名制购票落地

　　12月13日，记者登录某官方票务平台，点开12月30

日在北京举办的一场演唱会的购票链接，即刻弹出

“实名制观演”的提示，其醒目位置标注“观演请本人

携带购票时填写证件验证入场”“购票完成后观演人

员信息不可更改”。

　　所谓“实名制”，即人、证、脸三合一，线上购票时

要绑定身份信息，入场时要扫对应人员的身份证，还

要对着摄像头刷脸，保证票、证、脸信息完全一致，信

息不匹配会导致入场失败。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今年9月联合发文，明确

对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活动实行实名购票和实名入

场制度。各地公安机关会同文旅等部门组织票务公司

等相关单位，通过推动票务销售实名制和活动现场落

实身份证查验等措施，进一步推动票务销售实名制制

度落地落实。

　　除了票务市场，就医挂号也曾一度是“黄牛”袭扰

的重点领域。北京、吉林、贵州等地公安机关通过在人

流量和就诊量较大的医院内设置固定警务室、配备固

定驻守民警等方式，推动警务前移，加大对“黄牛”囤

号转卖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以此营造更安全、更有

序的就医环境。

强化技术支撑促规范

　　“现场有专人负责导办，省时便捷又放心。”前不

久，山西省长治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大

厅入口处新安装的门禁识别系统得到了前来办理业

务群众的好评。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长治公安机关开展依法

打击整治“黄牛”“黑中介”等破坏营商环境问题专项

行动。根据行动方案，长治公安交管部门在各业务场

所安装门禁识别系统对业务办理人员进行身份甄别

认证，对频繁出入业务场所的嫌疑人员进行重点核

查，严禁非法中介人员进入，并设置举报箱，收集非法

中介违法违规行为线索。

　　目前，国内大多数医院实行就诊挂号实名预约

制，一定程度上使得“黄牛”抢号、占号的情况得到改

善。部分不法分子转移至网上，当起了“电子黄牛”，囤

号转卖，从中获利。近日，北京公安机关联合北京市卫

生健康委等部门，聚焦重点医院、重点科室、重点号

源、重点时期，开展防范打击医院“电子黄牛”专项

行动。

　　专项行动中，各有关部门依托网络安全技术，梳

理“电子黄牛”抢号场景、抢号手段，针对“电子黄牛”

自动工具代挂号、大量抢号再转让等方式，以技术对

抗技术，打造防护工具箱；完成114预约挂号平台及重

点医院挂号系统的升级改造，部署网络安全防护工

具，全力堵塞挂号系统漏洞；综合运用系统后台监测、

安全防护工具监测、安全扫描、舆情监测、收集患者投

诉等手段，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电子黄牛”；建立全市

医院共享的号贩“黄牛库”，汇聚114平台和各重点医

院号贩黄牛账号，并与各挂号平台共享，形成全市联

合防范、联合惩戒工作机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对“黄牛”

倒票牟利行为标本兼治，不仅需要技术，也要依靠制

度。执法部门和行业市场监管部门应当用好、用够、用

足法律赋予的市场准入、行政监管、行政处罚和行政

指导权限，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强化打击和制裁“黄

牛”倒票行为，为演出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服务。票务

市场的组织方、演出单位应当用好现在的互联网技

术，强化网络售票实名制，维护好广大消费者合法权

益，保障票务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丁国锋

□ 本报通讯员 玄晓霞 齐晓敏

　　

　　如今，人脸识别在日常生活场景中被广泛应用，

有不法分子对此打起了“歪主意”。近日，经江苏省江

阴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王某等9名二手车中介商

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

年六个月至拘役三个月不等，均适用缓刑，并退还违

法所得11万余元。

　　“我有辆抵押的京牌车。只要补了车牌和行驶

证，您就能驾车上路。”202 1年1月，得知居住在北

京的刘先生没有北京户籍和京牌车指标，二手车

中介商王某向刘先生推荐了自己手头的一辆京牌

“背户车”。

　　所谓“背户车”，是指不能过户的车辆。这些车辆

普遍性能正常，可以进行年审、购买保险，甚至有可

能所有手续齐全。唯一不同的是，“交易”后的“背户

车”仍在原车主名下，新买主只能拥有使用权。

　　王某称，原车主吴先生将车辆抵押后出国定居。

抵押到期后，吴先生也未再出面处理过车辆事宜。如

今，这辆车除了“京”字牌照和行驶证遗失外，其他手

续均正常。

　　“虽然车主不露面，无法办理过户，但这辆车仍

然能交易。”王某拍着胸脯保证。

　　王某表示，自己有个“朋友”有“门路”，能通过计

算机技术手段帮刘先生完成认证。在确保可以满足

自己的用车需求后，刘先生爽快付了车钱。不久后，

王某便帮刘先生补办了车辆的北京牌照和行驶证。

　　王某口中的“朋友”和“门路”，是专门从事代补

车牌、行驶证生意的杨某。几年前，王某结识了专做

“全国补牌补证”业务的杨某，杨某通过非法入侵相

关电子平台并修改用户身份信息的方式非法牟利。

此后王某一直通过杨某补办车牌和证件。

　　通过上述操作，王某顺利完成了京牌车的车牌、

行驶证补办手续。截至案发，王某等9名二手车中介商

通过违法行为分别从中获利15万余元至5000元不等。

　　杨某和王某归案后，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江阴

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机关认为，犯罪嫌疑人杨

某、王某等二手车中介商为获取非法利益，伙同他人

违反国家规定，未经授权侵入并对计算机信息系统

内的数据进行增加、删除、修改操作，其行为触犯刑

法第二百八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涉嫌破坏计算机

信息系统罪。江阴市检察院依法追诉了王某等9名二

手车中介商。

　　承办检察官对被告人非法获利展开重点审查。

经多次核对相关电子数据、被告人的聊天及转账记

录，承办检察官逐一确认了各被告人的非法获利情

况。在承办检察官的释法说理下，王某等9名被告人

均认可检察机关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和罪名，自愿

认罪认罚，共退还违法所得11万余元。

　　江阴市检察院一级检察官毛钥介绍称，本案中

的“背户车”交易现象一般存在于机动车“一牌难求”

的一线城市。在“背户车”交易中，原车主将车辆变

现，购车人解决了用车需求，看似“双赢”，实则风险

重重。

　　“刘先生仅取得车的使用权而非所有权。车辆一

旦被偷或者发生重大事故，刘先生在报警、购买保险

以及理赔等事宜中将面临诸多不便。原车主吴先生

也将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毛钥提醒，“生活中，不要

随意将手机交由他人操作或进行网站注册等，谨慎

上传包含重要个人信息的照片文件，以免个人信息

泄露，造成合法权益受损。”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今年以来，随着海南旅游消费持续升温，赛事、

演艺市场快速恢复发展，演唱会、音乐节、体育比赛

等活动大量增加。购票平台上经常一票难求，但这

些紧俏的门票，却可通过加价的方式，从“黄牛”手

中买到。

　　8月15日，屯昌县2023年排球联赛决赛在县灯光球

场开战。屯昌县公安局结合夏季治安打击整治工作，

在维护好活动秩序的同时提前谋划，提早入手，加大

对倒卖比赛门票行为的关注和打击力度。

　　次日晚，屯昌县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根据线索，

在县灯光球场现场抓获一名倒卖球赛门票的男子李

某，并从其身上查获10余张球赛门票。经查，李某为

牟利提前以官方价格购买大量球票后，再加价卖给

群众。因倒卖体育比赛入场券，李某被屯昌警方依法

行政拘留5日。

　　4月22日至24日，2023年海南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

三”节庆活动在乐东黎族自治县主会场举行，吸引大量

游客前来观看。因参与人员众多，活动门票有限，一些不

法分子从中嗅到可乘之机，动起了门票的“歪脑筋”。

　　乐东警方通过网络以及群众举报发现，主会场周

边有“黄牛”向市民及游客兜售活动闭幕式门票。警方

立即开展打击行动，经过两个小时排查布控，抓获涉

嫌倒卖门票的崔某、冯某两名违法人员，并当场从两

人身上缴获“三月三”闭幕式门票若干。

　　经询问，两名违法人员是职业“黄牛”，在各地流

窜作案，于4月21日抵达乐东，通过收购、骗取等违法

方式获得门票，再以5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对门票进

行倒卖，共非法牟利5700余元。乐东警方依法对崔某、

冯某予以行政拘留15日，罚款1000元。

　　7月3日，文昌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一男子周

某。2022年7月至2023年6月，周某把自己伪装成“黄

牛”，以提取公积金、购买某明星演唱会门票为由，诈

骗40余名被害人钱款共计10万余元。

　　近年来，海南围绕自由贸易港建设需求，出台了

一系列人才落户政策，加快人才引进。有一些不法分

子找到商机，逐渐形成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灰黑产业

链，严重损害营商环境。今年上半年，海口警方接连打

掉3个涉嫌非法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犯罪的代办落户

“非法中介”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0名，缴获印章、劳

务合同等一批涉案材料。

　　经查，上述团伙通过注册空壳公司、伪造公司印

章、签订虚假劳务合同等非法手段实施代办落户行

为。警方根据案件线索进行逐一核查，发现3名伪造户

口本、5名违规落户人员。

二手车“黄牛”非法入侵电子平台篡改信息获刑
检察官提示谨防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电子黄牛”出没，炒票倒票顽疾如何治
公安机关出实招整治倒票牟利乱象

海南警方对“黄牛”“黑中介”出手

打掉多个代办落户非法中介团伙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 本报通讯员 汪佳影

　　今夏以来，安徽合肥的演出

市场持续升温，几乎每逢周末，合

肥体育中心都会迎来歌手热情开

唱，外加各种户外音乐节扎堆上

线，点燃了群众的观演热情。然

而，由于演唱会火爆，官方购票平

台“一票难求”，一些“黄牛”趁机

倒票高价牟利，不仅影响了观众

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秩序。

　　针对营业性演出“黄牛”倒票

突出等问题，自6月下旬起，合肥市

公安局组织专门力量对倒卖演唱

会门票的违法犯罪行为开展打击

整治，多部门、多警种联动，线上线

下发力，强化“黄牛”倒票线索摸

排，进行精准打击，并对演出举办

方和票务销售平台进行约谈，最大

限度切断“黄牛”交易链条，铲除不

合理高价票的滋生土壤。

　　“有演唱会门票，要不要？”

“高价回收演唱会门票……”今年

9月，某知名歌星演唱会开场前

夕，在合肥体育中心的广场上，一

名男子不时凑向熙熙攘攘的人群

兜售演唱会门票。这一举动引起

了附近巡逻民警的注意，紧随其

后将其抓获。

　　当晚，民警在场外共抓获倒

卖演出门票人员5名。经查，嫌疑

人徐某、李某等人得知该知名歌星

来合肥开演唱会后，认为其粉丝众

多、门票难抢，便通过收购赞助商

邀请函获得演唱会门票，按照观看

区域和位置等因素加价500元至

2000元不等，把票倒卖给粉丝。

　　据合肥警方介绍，一些大型

演出的主办单位会留出部分票回

馈给赞助商、酒店等合作方，其中

部分票可能流入“黄牛”手中。还

有个别演出主办机构或票务平台

为获取更高利润，将热门演出的门票高价交由“黄牛”售

卖。不少购票人也反映，自己买票时常常遇到“开卖即售

罄”，但在“黄牛”那里的位置场次却可以挑选。

　　“在专项整治过程中，公安机关一方面提前约谈演出

举办方和票务销售平台，要求其积极配合执法部门打击

演出现场的‘黄牛’倒票行为。”合肥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支

队长李俊翔说，“另一方面，在演唱会期间，采取多部门、

多警种联合行动，围绕场馆周边及沿线持续加强巡逻防

控，组织便衣警力，对现场发现的倒卖门票、出售假票等

违法行为予以整治打击。”

　　早在4月的“2023星动音乐节”合肥站活动期间，合肥

便开始试点“强实名”入场方式。合肥市公安局和文旅、网

信部门积极协同配合，从票源管理、规范售票、现场执法、

行业自律等方面加强管理，对大型热门演出活动实行实

名制，并制定相应的退票规则。

　　“打击‘黄牛’违法行为存在甄别难、取证难、处罚难

等问题。”合肥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行动大队大队长郭亚辉

说，在演出现场，“黄牛”群体混迹于人群中，流动性强、隐

蔽性高；在互联网上，“黄牛”群体多以转卖“二维码”电子

票的形式进行交易，交易分散、快速，执法难度大、成本

高。还有一类“黄牛”研发了抢票外挂，可以在售票开启的

第一时间抢到票，甚至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抢票产业链。

　　“采取‘强实名’入场后，观众在官方售票渠道购票需

绑定身份信息，活动当天经现场核验人证信息一致后方

可入场。同时，在销售期间的所有退票，将回流到票务平

台集中公开销售。”郭亚辉介绍说，“所有工作人员也要提

前将身份信息录入后台绑定，入场时进行人证核验。从实

践效果看，实名制提高了非法倒票门槛，现场‘黄牛’票源

渠道大幅减少。”

　　同时，针对线上倒卖问题，合肥市公安局网安支队不断

加大线上巡查力度，对倒票重点嫌疑人主动出击，依法

查处。

　　自打击整治营业性演出“黄牛”工作开展以来，全市

公安机关共排查网络倒票线索60余万条，研判拦截“黄

牛”账号1万余个，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0余人，查获各类

门票700余张，约谈整治一批票务平台，下架处置违规门

票网店8家，有效净化了演出票务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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