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八月份，正是旅游旺季，但一些原本对公众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参观名额却被

“黄牛”炒出高价，成了他们牟利的工具。究竟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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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利催生各种低价团

“旅游的水很深的。”已经做了8

年旅游团生意的常亮（化名）说道。

常亮曾是旅游团的跟团大巴司

机，跟不少旅行社合作过，之后顺

势转行帮旅行社“拉客”并从中抽

成。其中，那些以低价为噱头、带

一车人四处逛购物点的团，他称之

为“购物团”。

他刚入行就在带“购物团”。他

发现，在购物点商家赞助下，旅行社

几乎是“零成本”运营。“比如像卖玉

石、化妆品的，你来四五十个人，一家

店按人头，每人补你50元，有些连车

费也报（销）了。”

带团时间更长的冯莎（化名），早

在2014年就带过“购物团”，她算了一

笔账：“比如我们去桂林，99元一个

人，一车50座的大巴，就有近5000元

钱。车费2000元、司机费400元、导

游费300元、最便宜的旅行餐‘八菜一

汤’一桌100元，住宿两人一间，可以

先不给钱……”只要极限压缩成本，

光凭游客交的旅费，也能勉强保本。

真正赚钱的环节是带游客购物。

冯莎介绍，当地的“地接”导游会和本

地商家“串通”，把游客带去“听课”或

购物点，并兜售远超成本价、市场价的

商品。比如，进价500元一张的乳胶

床垫卖1.5万元；珠宝更是“无底线”，

在别处卖一两千元的玉镯可以叫价到

5万元、10万元，“这叫‘玉无价’”。

“一车人里有几个人买就 OK

了。”算下来，一天逛三四个购物点，

每车游客一天能产生超10万元的利

润。在这样的暴利驱动下，“99元游

桂林”“40元4日游”都已经算“保守”

了。冯莎表示：“免费去的都有。”

参加“低价游”注意存证维权

带了几年“低价旅游团”，常亮和

冯莎却不想再带了。

“我只是组团而已，拿不到几分

钱。”冯莎介绍，自己作为“小团长”，

日常工作就是转发上级“团长”的信

息，帮忙拉客，分不到宰客的“暴

利”。常亮也称，自己是从旅行社手

中按人头拿提成，不管带低价购物团

或中高端旅游团，“反正我们是固定

收入”。

随着监管力度加大、市场日趋

规范、成熟，不合理低价游

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复旦大学旅游学院

教授沈涵指出，近年来，

旅游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

部门对低价游的管理、处罚都非

常严格，旅行社也不敢再通过增加购

物来弥补亏损。不过，根绝“低价游”

却不容易。

沈涵指出，相比于十几年前，不

法导游从旅行社高价“买断”游客后，

手段百出地榨取游客价值。如今，部

分“低价游”旅行团会明确告知去特

产店、小众景点，用低价吸引一些价

格敏感且时间宽裕的中老年人，主打

一个“你情我愿”。

最终，商家精准推销、景点获稳

定客源、游客花小钱观光，旅行社赚

折扣、返点……在多方“共识”下，一

些“低价游”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商业

模式”。

沈涵建议，如果真想参加“低价

游”，可以事先拍下车牌、导游、导游

证件等照片，万一遇到强迫购物、导

游无证上岗、旅游海报虚假宣传或其

他侵权行为，可以通过“12345”热线

等渠道投诉、举报，并提供违法线索。

据央视网微信公众号

为了参观只得买“黄牛”票

8月初，记者连续几天登录国家

博物馆的微信小程序，在点击“参观

预约”页面后，发现7天内全都显示约

满。记者在该馆外随机采访了30位

游客，发现只有两人是通过正规渠道

预约，其他人都是购买了“黄牛”票。

不仅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军

事博物馆，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

著名高校，都出现了预约难的现象。

而这背后，除了正值暑期参观人流剧

增外，还存在“黄牛”倒票的现象。

按照门票预约方式，一般是提前

7天放票。然而，记者一连几天按时

预约，按照步骤输入信息，到最后

点击预约时却发现，刚才还显示

有票的页面，已经“约满”了。

“黄牛”票从哪里来

门票这么难抢，“黄牛”手中

的票是怎么来的？前不久，北京

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刚刚办理完

的一起“黄牛”倒票案，揭开了其

中的奥秘。

某公司技术员李某某在购买

一些底层数据和代码后，研发出抢

票软件，后伙同他人一起抢票牟

利。放票前，他们会把姓名、身份

证号等信息导入游客数据一栏，通

过软件自带的“接码平台”提前收到

验证码。等到官方放票时，一秒钟

之内就可锁定成百上千的号源。

有了这种抢票利器，不法分子

利用手中掌握的游客信息抢占大量

的门票资源，在招揽到真正的游客

后，又不断退票、抢票，如此反复，全

国知名旅游景点的预约门票就成了

他们的牟利工具。

除了在北京批量抢票，他们还在

云南的玉龙雪山、湖南博物院、山东

科技馆等多地抢票销售，并以每张80

元到150元不等的价格加价销售。

据了解，2023年暑期，他们在不到一

个月的时间就非法获利30多万元。

如何治理“黄牛”倒票

一边是望眼欲穿的消费者，另一边是手

握大量票源坐地起价的“黄牛”。这种倒票

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情节严

重的还构成刑法上的“非法经营罪”。那如

何根除这样的现象呢？

专家建议，网络购票订单爽约退票后，可

以考虑不将退票立即释放回网络购票池，而

是销售给当天现场购票的游客，让现场游客

也有机会进馆。同时，针对“黄牛”用批量虚

假账号大量抢号、退号，设备的IP地址、地理

位置会存在聚集，应该动用大数据等手段，及

时检测识别出异常，并采取措施封堵拦截，把

票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消费者。 据央视新闻

前不久，“40元4天3晚游桂林”事件让“低价游”现象再次进入舆论视野。此后，相关旅行社因为“不合理低价游”
等问题均遭到旅游监管部门处罚。

所谓“不合理低价游”，标准很明确，价格低于地方政府或行业协会指导价30％以上的旅游产品，便可被认定为
“不合理低价游”。近年来，相关部门对不合理低价游“露头就打”，但“低价旅游团”问题始终未能根除，问题出在哪
儿？低价游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产业链？

30名游客，28人买“黄牛”票

免费景区竟成“黄牛”牟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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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元4天3晚游桂林”，你敢去吗

低价游背后的灰色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