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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券靠外挂软件、“截胡”后网络平台上倒卖、勾结商家骗取补贴……

“秒没”的消费券成“黄牛”生意经？

/ 声音 /

让消费券
真正惠及老百姓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许光建表示，发放消费券的目的是惠
及民众、提振消费。消费券被用于投
机牟利，不仅破坏市场秩序，导致政策
效果打折扣，更给政府和消费者造成
经济损失。

受访专家表示，应加大对“黄牛”倒
卖消费券、套现等行为的打击力度，通
过法律手段严加惩处，提高违法成本。

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
说：“倒卖消费券，涉嫌骗取公共财
物。如果金额较大，扰乱了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他
强调，利用消费券骗取政府补贴，还会
构成诈骗罪，受到刑事处罚。

多位专家表示，应加强对消费券
发放、使用的全流程监管，进一步完善
消费券领取和使用规则、加强对领券
用户的身份审核；明确用券时需进行
身份验证等要求，杜绝隔空刷码等行
为，对违规商户进行处罚并建立“黑名
单”制度；建立消费券使用追溯机制，
确保全流程公平、透明、可回溯。

针对“黄牛”团伙犯罪手法越来越
隐蔽的问题，多位基层民警建议，通过
强制刷新IP地址等方式，防范“黄牛”
通过软件改变手机定位实施抢券；通
过大数据监测异常交易、跟踪排查商
家核验等，及时跟进处置。

“发放消费券的平台要不断改进
技术监测和风险防控手段，防堵漏
洞，不给‘黄牛’可乘之机。”许光建
说，还要加强法治宣传，督促商家诚
信经营，提示消费者保护个人隐私，
不参与转卖消费券；多方共同努力，
让消费券真正惠及民生。

本版文图均据新华社

记者询问一名“黄牛”，为何
他能抢到而自己抢不到？对方回
复：“用了技术。”

多地民警介绍，“黄牛”抢
券，有的是人工抢，有的是使用
外挂软件。“比如，软件能提前定
时、自动抢单；可以模拟抢单指
令，进行更密集的请求；还能绕
过验证码、平台的防御系统，直
接提交数据到后台。”一位基层
民警说。

业务安全公司顶象的反欺诈
专家肖云（化名）告诉记者，“黄
牛”拼的是速度。外挂软件的运
行速度远快于人工，有些“黄牛”
可以通过一台电脑，同时操控几
十台甚至成百上千台设备进行抢
券，成功率自然更高。

记者注意到，为实现精准发
放消费券，多地要求仅限定位在
当地的消费者领取；然而，一些
IP 地址在异地的“黄牛”却能照
领不误，二手平台上也出现了不
少外地 IP 销售本地消费券的怪
现象。

肖云解释称，一些“黄牛”借
助软件模拟IP地址、修改GPS定

位后实施抢券。“网上改定位的软件
很多，便宜的就十几块钱，技术门槛
不高。”

据了解，上海警方近期抓获的
消费券“黄牛”，正是通过软件改变
手机定位实施抢券。多地此前破获
的相关案件中，“黄牛”同样利用软
件修改定位，大量领取消费券。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黄牛”还
会与商家勾结，抢到大量消费券后，
通过虚假消费套取补贴。

近日，上海警方破获的涉消
费券违法犯罪案件中，某餐饮店
老板郭某伙同门店店长刘某，指
使犯罪嫌疑人胡某通过网上发布
收购消费券信息、教唆他人修改
IP 地址异地抢券等方式，收购了
大量餐饮消费券，并虚构交易骗
取消费补贴。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近年来，
浙江、山东、山西、河南等多地查获
类似案件。2023年初，福建南安的
洪某通过微信组织他人以改变定位
等方式大量领取消费券，并与参与
活动商家的经营者熊某共谋，在后
者店内虚假交易使用消费券 202
张，骗取补贴20200元。

“秒没”的消费券被谁抢了？

这段时间，上海市民王女士几次抢
消费券都未果。“为了抢券，不仅给手机
装了能精准到毫秒的‘悬浮闹钟’，还借
鉴网上经验用筋膜枪‘机打’点击页面，
都没抢到。”

社交平台上，经常可见“抢不到券”
“消费券去哪里了”等吐槽帖。“刚开始发
的几轮还能抢到，现在真是‘秒没’，掐点
抢、多人同时抢，都没用。”网友兔兔说。

“××消费券 800 减 250，感兴趣的
私”“代抢×月×日消费券”……网络平
台上，代抢和售卖消费券却成了“黄牛”
的生意经。

记者联系上一名“黄牛”，对方表示
可以代抢某地消费券。最近一期消费券
分为满 2000 元减 200 元、满 3000 元减
500 元、满 10000 元减 1000 元、满 20000
元减 2000 元和满 30000 元减 3000 元五
种面额，根据面额不同，“黄牛”收取代抢
费90元至220元不等。“需要哪个面额抢
哪个，大额券你们自己很难抢到。”

按照“黄牛”要求，记者提供了领券
平台的个人账号；一番讨价还价后，以
100元的价格由“黄牛”代抢“满10000元
减1000元”面额的消费券。

发券当日，记者用其他账号与“黄牛”
同时抢券，发现“满10000元减1000元”面
额的消费券刚点进去就显示已抢光；然而

“黄牛”却抢到了。“黄牛”还向记者展示已
抢到的多张更大面额的消费券。

通过“黄牛”抢的券能使用吗？

记者在多地尝试后发现，尽管核验
方式有所不同，但基本顺利无阻。比如，

“黄牛”通过记者账号代抢的消费券，记
者可以直接验券；“黄牛”自行抢购的消
费券，记者核验时只需出示其发来的手
机截屏页面，或将商家支付码拍摄给“黄
牛”；如需人脸识别，“黄牛”则与记者视
频通话进行验证。

近期，多地商务、市场监管、公安等
部门已采取措施，打击“黄牛”哄抢倒卖
消费券现象。上海警方破获两起涉消费
券违法犯罪案，抓获的18名犯罪嫌疑人
中，多名是抢券“黄牛”。四川等地有关
部门表示，持续加强对消费券发放的监
管，严厉打击“黄牛”抢券等不法行为。

/ 幕后 /

起底“黄牛”的抢券手法

天津发放餐饮、文旅消费券，累计额度达1600万元；海南三亚投入7450万元
开展消费券促消费活动；广州陆续发放1亿元“食在广州”餐饮消费券……近期，多
地持续发放消费券，“真金白银”点燃消费热情。

然而，“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紧俏的消费券被“黄牛”“截胡”，在网络
平台上倒卖；还有一些“黄牛”勾结商家，利用消费券虚假消费，骗取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