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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的约不到，靠黄牛去抢票

免费门票怎么成了“商品”？

目前“黄牛”的倒票手法愈加
专业。有的“黄牛”讲究起“团队
合作”，每个成员分工明确，形成
了严密的“生产—销售”网络；有
的“黄牛”使用恶意抢票、刷票软
件，通过科技手段快速牟利……
这给如何维护好博物馆的正常
管理秩序提出了新的要求。对
此不妨从多方面入手，联合监
管。一方面，由博物馆加强源头
预防，比如采取同一账号限定购
票数量，防止恶意抢票等措施；
另一方面，电商平台可以对卖票
的商家采取封禁处理，斩断“黄
牛”的销售渠道。

从法律层面上看，“黄牛”通
过恶意倒票，人为制造出稀缺
性，从而迫使游客不得不花钱购
买门票的方式，可能已经涉嫌违
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情节严重
的，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因
此，公安机关也应该加大惩治力
度，如果涉及违法犯罪的，司法
部门则需根据情节、性质进行相
应的法律处罚。

当前，博物馆基本采取的是
实名预约制，需要身份证号以及
真实姓名方可购票。而这对于
从“黄牛”那里购票的消费者而
言，无形中还增加了信息泄露的
风险。这也提醒游客要在官方
渠道购票，擦亮眼睛远离“黄
牛”。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
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
深，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
校。因此，期待有关部门把好入
馆“第一关”，对购票制度查缺补
漏，让这座大学校人气越来越
旺。 （红网）

N综合法治日报 央广网 光明网

近日，有媒体报道，部分免费的博物馆门票竟然成了“商品”，
成了个别黄牛牟利的工具。在一些电商平台和二手交易平台上，
每张少则5元、10元，多则一两百元，就能买到紧俏的博物馆免费
门票。记者采访获悉，博物馆门票都需要实名制预约，票贩子是
怎么买到票的？在网络平台再次卖出，需要承担什么责任？

贵州新瑞林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吴
旭梦说，上述行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
法，如果情节严重，还可能涉嫌刑事犯
罪。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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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现在博物馆基本实行实名制
预约，所以在网上购买黄牛票还必须
提供购票人的身份证号以及真实姓
名。“向黄牛提供身份证号、真实姓名
等信息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对方可能
把这些个人信息转卖给各类中介甚至
网络诈骗团伙。”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刘俊海提醒说，消费者要加强自
我保护，远离网络黄牛。

对于整治博物馆黄牛票泛滥问
题，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律师付永
生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各种恶
意抢票、刷票软件层出不穷，博物馆方
面应提高科技水平，从技术上断绝恶
意抢票。比如，同一账号或同一身份
证号每个月限定购票数量；单一用户
在某段时间内访问频次超过某个量值
时，系统将自动对其拦截并阻断访问；
对出现不正常购票行为的账号，暂停
其购票资格。同时，采用智能验证码
进行验证等技术手段，防止黄牛通过
外挂软件抢票下单。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恶意抢票本
质上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有关部门
应加大惩治力度，从法律上威慑不法
分子。”付永生建议，公安机关应该充
分利用网络技术侦查手段，依法对恶
意抢票的违法人员予以治安拘留，重
者进行刑事立案。

“治理博物馆黄牛票，不仅需要游
客坚决抵制，去官方的渠道预约门票
参观；博物馆也要积极通过科技手段
去预防；公安机关要加大打击和惩罚
力度，多方共同努力才会取得更好的
效果。”吴旭梦说。

那么，黄牛手上的票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呢？

记者就此致电广东省博物馆，其工作人
员回应说，除了官方预约平台，其他渠道购买
的门票都是不正规的，如果被检测出黄牛票，
可能进不了博物馆。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在网上销售博物馆
黄牛票的人员分工明确，他们中有的是订票
接待人员，并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门票代预
约信息，有的专门负责订票。

据媒体报道，去年11月，湖南长沙一男子
因在网络上大肆抢占湖南省博物馆（现为湖
南博物院）参观门票，被警方依法传唤到案。
该男子交代称自己雇用员工零点刷票，囤积
数百张门票用于打包兜售。最终，该男子因
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

为多家博物馆设计过预约系统的张敏告
诉记者，一些博物馆表面上的“一票难求”，背
后大有文章。票贩子利用大量身份证信息和
违规预约软件可以瞬间抢到大量博物馆门
票，再分批放出，有的甚至直接转卖博物馆参
观码。张敏说：“他其实就是手上拿着一堆身
份证，去平台上，以这些人的名义预约，约完
以后，一旦卖出去，他这边退票，那边买票就
把这个名额让出去，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
方式，索性就是冒名顶替，等于我用张三的名
义去约，约了以后李四花了20块钱找我买，我
就把张三的预约码截个图发给李四，李四就
拿着这张截图进去，等于冒用身份。”

张敏表示，在实名制要求下，票贩子能使
用的身份证毕竟有限，核验方式上再加以技
术辅助，博物馆剔除“黄牛”并不困难。“比如
有一个人一个月预约了 1000多次，这显然是
不符合正常人的使用习惯。用大数据去找到
这种大量的重复预约，约了以后又不来，经常
约了退的用户，标记出来以后跟当地的公安
部门联动。第二种冒名顶替的情况，可以通
过在博物馆门口的闸机，通过人脸识别比对
信息。或者可以在二维码上采用动态码技
术，光是截图也不太灵。还有一个技术保障，
比如有人退票了，但是并没有马上就把这张
票释放出来，随机一个时间，比如随机一分钟
或者一分二十秒再放票，这样‘黄牛’就把握
不准了。”他说。

17日上午，记者打开陕西历史博物
馆的官方门票预约平台，发现本周六的
门票已被预约满了。

而记者在“闲鱼”上搜索“陕西历史
博物馆门票预约”，一下子就跳出不少卖
家，他们均表示可以约到本周六的门票，
选好时间段，出票成功不退不换，刷身份
证进场，每张价格20元起步。

记者调查发现，不仅是陕西历史博
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每逢节假日，很多
原本免费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都存在官
网预约门票难，而黄牛在网上倒卖免费
门票的情况。倒卖价格与博物馆的受欢
迎程度相关，每张少则 5元、10元，多则
一两百元。

对此，许多家长都对“一些博物馆门
票一票难求，黄牛却可以预约到当日门
票”甚为不解。

9月 23日上午，广东省博物馆官方
平台显示，周六日门票已预约满。记者
咨询一家名叫“一路随行”的网店，询问
是否能预约到周六的门票。客服表示可
以抢到票，但起码要选择3个时间段才能
确保抢上。

当记者提出“官方平台显示已预约
满，你们的票是否保真”的疑问时，对方
称：“我们是官网抢的，保证可以出票。
但是目前博物馆预约都采用实名制了，
所以还得提供身份证号和真实姓名用于
抢票。”

记者看到，有不少网友在该商品的
评论区留言：这个预约票是真的，可以进
博物馆。

记者联系多个平台的相关网店、卖
家，他们均表示是正规渠道代预约博物
馆门票，当日可约，同时也需要记者提供
预约门票人员的身份证号和姓名。成功
预约后，可持身份证通过人工综合服务
窗口，由票务工作人员换取纸质门票入
馆参观。

记者注意到，在平台上销售的这些
博物馆门票，价格还会根据实时展览的
热度以及博物馆的受欢迎程度而有所变
化。

有受访群众回忆说，今年暑假期间，
“永恒的面孔——古埃及的黄金木乃伊”
展览在深圳市南山博物馆展出，吸引了
很多观众前去观看，导致门票非常难预
约。当时二手平台上每张门票卖到了60
多元；该展览结束后，预约代抢票的价格
降至30元左右。

还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今年暑期去
西安旅游时，多次在官方平台预约陕西
历史博物馆的门票未果，最终在网上花
200元买了黄牛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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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次准点抢票
都抢不到一张？

票都在我这！
快来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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