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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猖獗　演唱會搶票⼤作戰
許可晴 報導  

所謂的黃⽜票現象是指不肖商⼈（即黃⽜）販賣⾼價轉⼿票，以炒作票價來獲利
的現象，這樣的情形在電影、演唱會、展演，或是交通票券都可能出現。

⽽不同於其他類型的票券，演唱會因有較特定且 有限的舉辦時間及場次，票券較
為稀有，所以許多演唱會的黃⽜票總能開出驚⼈的票價，甚⾄順利賣出。以韓國
男⼦團體防彈少年團即將在台舉辦的演唱會為例，今年10⽉開賣的票券在官⽅購
票系統顯⽰「選購⼀空」，但在票券轉⼿網站中卻仍有黃⽜票持續販賣中，原價
7800元的票被提⾼⾄18萬元；2800元的票，最⾼也漲到了19萬元，價差⾼達數
⼗倍。

為了讓⾼票價開得「合理」，黃⽜會在開票的時候囤積、吸收⼤量票券，創造出
「完售」、「秒殺」的假象，使⼤眾覺得這場演場會的票是搶⼿的、值錢的，讓
黃⽜之後能「合理地」哄抬票價，不少觀眾也被這樣的「秒殺假象」嚇到，深怕
買不到票⽽轉⽽向黃⽜購票。

定型化契約與退票規則
⽽黃⽜敢這樣⼤量囤積票券，就是因為他們確信⾃⼰能夠慢慢賣，就算⽇後賣不
掉，只需要花⼀點⼿續費便能向主辦⽅要求退票。以往黃⽜能將⼿上的票券留到
開演前10⽇，賣不掉的再⼀股腦退票給主辦⽅，造成許多表演主辦單位的困擾和
損失。⽽今年五⽉，文化部修訂了《藝文表演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改過去單⼀的規定，退票的⽅案增加到四種，以供表演主辦⽅選擇，
且其中有些⽅案壓縮了退票的時限，希望能藉此打擊黃⽜，減少主辦單位的虧
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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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先前的⽅案，藝文表演票券定型化契約中的退票規則增加到四種。
（圖片來源／許可晴製）資料來源：文化部

縱使如此，退票規定的更改卻只能保障「非保證完售」的表演，使黃⽜不敢任意
囤積票券，但對於⾨票保證可以脫⼿的熱⾨表演來說，卻幾乎起不了遏阻黃⽜的
作⽤。

法律能有效制裁黃⽜嗎？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六⼗四條第⼆項規定「非供⾃⽤，購買運輸、遊樂票券⽽
轉售圖利者，處三⽇以下拘留或新臺幣⼀萬八千元以下之罰鍰。」此法條是⽬前
⽤以管制各類型黃⽜票的法律，但其效果備受質疑。

條文中的「非供⾃⽤」總成為黃⽜在最後被法官宣判無罪⽽平安逃脫的理由，他
們只要捏造⼀個藉⼝，表明⾃⼰原先有意要觀看表演，但由於意外原因不得參
與，法官都可能以「沒有⾜夠證據證明其為非供⾃⽤的購票」為由，裁定不開
罰，⽽所謂的「非供⾃⽤」並沒有準確標準，只能靠法官的⾃由⼼證。

另外，條文中的懲罰能否有效遏阻黃⽜票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縱觀社群網站以
及票券轉⼿網站上的黃⽜票，開價⼤多是原價的倍數翻漲，最誇張的甚⾄能漲到
10倍以上，可⾒區區的⼀萬八千元罰鍰對黃⽜來說根本無傷⼤雅，有時候⼀張票
的獲利就能⾼於罰鍰。

主辦⽅聯合售票⽅　防⽜出妙招
有鑑於現今的法律或規章無法有效制⽌黃⽜，許多主辦單位及購票系統業者也藉
由其他的⽅法來阻⽌黃⽜肆虐。

「實名認證制」是現今最能有效防⽌黃⽜的機制，⺠眾在訂購票券後必須留下個
⼈基本資料，且當⽇要進場時，必須提供相關證件進⾏認證才得以入場，以確保
購票者與入場的觀眾是同⼀個⼈。

⽽這樣的⽅式雖然能有效防⽌黃⽜，但網路購票系統—拓元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邱光宗表⽰，實名認證⾯臨許多實務上的挑戰，像是演唱會場地外的空間及排隊
的動線的限制，往往使進場前的認證檢查變得困難；另外，對於觀眾來說，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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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線的限制，往往使進場前的認證檢查變得困難；另外，對於觀眾來說，要提
前到現場進⾏認證的動作也會佔⽤不少時間。

除了「實名認證制」，另⼀個常⾒的⽅法便是「相關問題認證」，當消費者進入
購票⾴⾯時，必須先回答⼀個與歌⼿相關的考題，答對才得以購票，尤其是針對
當紅、擁有廣⼤的粉絲群的偶像歌⼿，此⽅法能驗證購票者是否為粉絲，並過濾
掉⼀些較「業餘」的黃⽜。然⽽考題的難度⼀直是這個機制為⼈詬病的地⽅，如
果題⽬太刁鑽，防到的不只是黃⽜，連⼀般想看表演的⺠眾都會被阻擋在外；題
⽬過於簡單，黃⽜只要做點功課便能順利購票，也無法達到防黃⽜的效果。

網路購票系統中的購票流程展⽰，提醒⺠眾售票當天會有問題驗證。（圖
片來源／截圖⾃拓元售票系統）

換個⾓度看黃⽜
有⼀說法認為，根據市場的供需法則，當票券需求⼤於供給，且消費者可接受的
最⾼價格⾼於官⽅定價時，就會出現黃⽜票的現象，因此黃⽜票的存在只是反映
出了票券的「真正價值」。

針對這樣的說法，醒吾科技⼤學財務⾦融系副教授譚經緯認為，黃⽜如同現今的
炒房投機客，他們並非反映出票券在市場中的真正價值，⽽是透過炒作讓票券價
格飆升，使真正想觀看表演的⺠眾買不到票。就算票券在市場中的價值真的⾼於
官⽅定價⽽形成價差，要是沒有黃⽜介入，這價差也會化為另外的消費者剩餘
（即消費者多賺到），增加社會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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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黃⽜介入，票券在市場中的價值和官⽅定價間的價差將會增加消
費者剩餘。（圖片來源／許可晴製）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

另外，搶票總要提早⼀段時間到定點排隊，費時⼜費⼒，或是近幾年⼤部分演唱
會的購票⽅式轉為線上購票，意味著要搶到票券的關鍵變成網路的速度或是電腦
設備的好壞，因此也有不少黃⽜認為⾃⼰提⾼票價是合理的，因為他們也有耗費
體⼒及成本來經營他們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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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演唱會需要⾄超商機台才能進⾏購票。（圖片來源／許可晴攝）

曾購買過黃⽜票的廖同學就表⽰，當初主要是因為搶不到票，且藉由朋友引介發
現有「開價較便宜的」黃⽜票，才轉⽽購買。在與黃⽜議價的過程中，對⽅曾
說：「我這樣賣已經很便宜了，你要不要看其他⼈都賣多少錢？」另外⼜表明⾃
⼰為了順利搶票還架了光纖網路，也付出不少成本，試圖合理化⾃⼰販賣黃⽜票
的⾏為。

該如何有效平定黃⽜之亂⾄今還沒有正解，⽽之所以困難，是因為此議題有很⼤
的複雜性，包含黃⽜是否合理，以及如何定義黃⽜，⽬前都仍有討論的空間，在
某些情況中觀眾本⾝也可能⾝兼黃⽜，且票券交易⾃由與黃⽜票買賣的界線也是
模糊不清。就因為現今制⽌黃⽜的⽅法都還不夠全⾯，邱光宗也呼籲：「防治黃
⽜的關鍵就是別去買吧，只要有交易就會有黃⽜存在。」只要消費者不被黃⽜所
營造出的市場假象欺騙⽽購買黃⽜票，也許就能讓黃⽜「玩不下去」，進⽽使黃
⽜現象漸漸消弭。

 

縮圖來源：許可晴重製

      

 記者 許可晴

編輯 卓瑋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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