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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牛黨食肆揾食
炒賣飛仔阻醫肚

本報放蛇揭成員多為主婦中年漢 轉賣籌號可月賺三四萬
香港的黃牛黨無處不在，繼深喉唾液檢測樽、康文署場館等被炒賣後，網

紅食肆亦宣告淪陷。多間人氣食肆湧現黃牛黨，其中一間生意火爆的壽司店

「一枱難求」，俗稱「飛仔」的訂枱籌號被肆意炒賣。香港文匯報記者放蛇

發現，黃牛黨成員以家庭主婦及中年男士居多，直擊他們每天早上在籌號登

記機領完一張飛仔後，打個「白鴿轉」就折返，如是者午市及晚市各領十幾

二十張飛仔，然後在二手交易平台以每張50元至100元的價錢賣予食客，粗

略估計每名成員月賺三四萬元不是夢。現場所見，午晚市未開始飛仔已被掃

光，當中六七成座位被黃牛黨包攬，但他們「搵

食」，卻阻礙真正的食客「醫肚」。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午市未開始，walk in攞飛已叫停。

●記者尾隨該疑似黃牛黨女成員（紅圈），最後她進入食店對面的住宅。●疑似黃牛黨女成員（紅圈）手持數張籌號後離開食店。

香港地，時間就是金錢，但有些人時間不
夠用，有些人卻有多餘時間，「用時間

換金錢」的黃牛黨因此大行其道，更攻陷多
間食肆。最近，網上二手交易平台湧現大量
售賣餐廳飛仔的帖文，買家想即日有飛仔又
得，想預約某時某地的飛仔亦得，相關食肆
包括元氣壽司、牛角、迪士尼餐廳等，但叫
價最高、最有價有市是人氣食肆壽司郎。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提早兩天向黃牛黨預
購壽司郎旺角分店周日晚市兩人枱飛仔，賣
家爽快答應，收費50元。當記者指定要當晚
六七時用餐，賣家透過平台的通訊程式回
答：「當日下午5點我會告訴你籌號，你6點
來到餐廳門口便可。」

食店嚴打黃牛黨 發現即作廢
記者當日準時到達，不久就收到賣家傳來
的訊息，以及一張影有飛仔的相片，顯示賣
家已成功領有飛仔準備好交收。但賣家直

言，壽司郎嚴打黃牛黨，如果在門口交收被
發現，該飛仔會作廢，故相約記者到食肆不
遠處交收。
記者按指示到埗後不久，一名背着幾歲大孩
子在胸前的婦人迎面而來，與記者「相認」，
原來她就是黃牛黨。香港文匯報記者搭訕閒
聊，言談間她透露是附近居民，每日來取飛仔
搵「奶粉錢」，她說：「一日拎幾張啫。」
然而，香港文匯報記者轉頭又見這名賣家

與其他食客交收，其間曾手持一疊約十來張
的飛仔，若每張索價50元，晚市炒飛仔三四
小時已能獲利上千元；若午市也營業，每月
三四萬元收入不是夢。
但黃牛黨的存在，已嚴重損害食客利益。記

者駐足該食肆附近兩小時，遇見三四名疑似黃
牛黨成員「搵食」，以婦女、中年男子為主，
每人手持近20張飛仔，餐廳全場約有70張座
枱，所有黃牛黨手上的飛仔壟斷每輪用餐枱數
的六七成，以至餐廳傍晚五六時已叫停walk in

攞枱服務，食客唯有幫襯黃牛黨。

店員懶理重複攞飛現象
根據壽司郎規定，每名食客限領一張飛
仔，然而這批黃牛黨人人領有多張飛仔。香
港文匯報記者翌日到另一間壽司郎分店試攞
飛仔，發現雖然籌號登記機置於前台旁邊，
但店員完全沒有理會食客是否重複領取，故
記者領完一張後，在附近遊蕩一會折返成功
領取第二張飛仔。
其間，記者發現一名疑似黃牛黨的女士也

是利用這種方法不斷領取飛仔，店員完全無
意亦沒有阻止。記者遂尾隨該女士，目擊她
領夠飛仔後便進入餐廳對面的一座住宅大
廈，相信與之前賣飛仔給記者的母親一樣，
利用近水樓台之便每日落樓領飛仔圖利。記
者即時打開二手交易平台App，果真發現有
人出帖販賣壽司郎該分店的7張即日籌，並
有一張已成功覓得買家。

壽司郎是日本著名的平價迴轉壽司，2019年
登陸香港後陸續擴張版圖，目前全港已有11間
分店，每間分店幾乎每日都大排長龍。早前，
壽司郎推出手機App供食客預約訂位，但後來
發現手機App反而方便了黃牛黨，他們透過
App領飛後轉售圖利，故店方恢復實體攞飛制
度，以增加黃牛黨的時間成本。惟黃牛黨有的
是時間，每日不少師奶、長者及中年男子到各
分店拎飛炒賣，香港文匯報記者在二手交易平
台發現，該店飛仔炒價竟高達100元一張。
為杜絕黃牛黨肆虐，不少網民呼籲攞飛制

度採用實名登記，例如要求食客登記時，在
飛仔機輸入電話號碼，當系統發現電話重複
輸入就DQ其訂枱申請。但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會長黃家和直言，實名制取籌方法不切實
際，畢竟不是所有人都願意「食餐飯」都要

登記個人資料，其他餐廳登記訂枱者電話號
碼，也只為方便通知客人，「這些餐廳難以
監管食客有否重複取籌，唯有希望客人自
律。」他相信炒賣餐廳籌號的現象只是少
數，不會形成風氣。

陸偉雄：杜絕炒籌須立法規管
大律師陸偉雄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炒賣籌號本身並不違法，當然亦不鼓
勵這種行為，但若這種行為對社會造成不良
影響，就應該設法杜絕。」
餐廳炒籌已經影響了正常食客入座的機

會，對此他表示，「餐廳有責任檢視自己的
監管力度及員工行為，應該反省為何一個人
可以重複領取多張飛仔？」畢竟餐廳對打擊
黃牛黨無法律義務，要從根本上杜絕炒籌，

唯有要求政府立法規管。
他指出，目前只有兩種情況下販賣黃牛飛
屬違法，第一種是炒賣娛樂場所類門票（如
演出、電影等），因為《公眾娛樂場所條
例》訂明，任何人以高於原價出售獲發牌的
公眾娛樂場所入場門票，即屬犯罪，一經定
罪罰款2,000元。
第二種則是在公眾地方炒賣交通客票（如跨

境船票），《簡易程序治罪條例》訂明，任何
人在公眾地方以高於原價出售交通客票即屬犯
罪，第一次定罪可處罰款1,000元，第二次或其
後定罪可處罰款2,000元及監禁6個月。然而在
現時法例下，網絡不屬於公眾地方，因此若有
人在網上炒賣交通車票屬於「無王管」。
香港文匯報就黃牛黨問題向壽司郎查詢，

但截稿前未有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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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手交易平台買餐
廳「飛仔」，到底能節
省多少時間、又值不值
得買？香港文匯報記者

親身測試告訴你，不但省不了多少時間，還有幾
大中伏位，最終甚至無得食。記者日前預早在網
上向賣家訂購周日（10日）晚上六七時壽司郎二
人座位飛仔，賣家回應當日傍晚五時左右會通知
記者具體籌號，聲稱六時到達餐廳即可開餐。
這間壽司郎生意火爆，記者當日下午五時左
右，收到賣家發來的飛仔照片，他聲稱已領取籌
號為「664」的飛仔，着記者於六時左右抵達餐
廳。為了不錯過籌號，記者提早出發，由於餐廳
規定，若發現黃牛黨，飛仔便作廢，故改在餐廳
附近與賣家交收。
對方按時現身，將飛仔遞給記者後便卸走所有

售後服務說：「你自己睇（壽司郎）手機App查
看叫號進度。」但記者一看App，發現手上飛仔
的籌號已過，賣家卻輕描淡寫說：「籌號過咗半
個小時內都可以補飛，你快啲去櫃台（枱）重新
排過。」惟再細看該飛仔，記者才驚覺賣家竟預
訂四人枱，但賣家仍淡淡然說：「補飛時可以轉
為兩人枱，都好快嘅！」
記者半信半疑到餐廳前台申請「補飛」，終成

功將原來的籌號轉為兩人枱，其間瞄到店員用原
子筆在寫得密密麻麻的紙上填上號碼，記者心知
不妙，查詢下得悉前面還有近30張枱在輪候。
這一等45分鐘過去，其間一直將賣家的話信以

為真，以為手上飛仔是664號，但實在等得太
久，遂向前台詢問：「前面還有幾張枱？」店員
告訴記者：「你的飛仔係663，剛剛已過。但補飛
只有一次機會，唔好意思，你無得食喇！」記者
目瞪口呆地望着自己手上的飛仔，果然是663
號。再打開二手交易平台App賣家發來的飛仔照
片，卻顯示是664。
兩次貨不對辦，首先要求兩人枱卻變四人枱，

導致記者要重新排隊；賣家聲稱是664號籌，實
際卻是663號，最終還弄錯號碼食「閉門羮」。
記者用親身經歷告訴大家，網上買籌伏位多，白
白浪費近一小時等了又等，故各位不應幫襯這些
黃牛黨，繼續助長這歪風，亦避免得不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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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牛黨成員（紅圈）背着孩子交收，手上飛仔約十多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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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牛黨成員（紅圈）與其他食客交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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