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啟德體育園帶領演唱會
規模進入新高峰， 「黃牛

幫」 乘勢牟取暴利！能容納約五萬名觀眾的啟德體育園
今年3月啟用，多個矚目大型活動及巨星演唱會爭相在此
上演，門票預計非常搶手，又是黃牛幫出擊的時候。今

年6月底於上址上演、並於1月24四日正式賣票的周杰倫演唱會，大公報記
者調查發現，黃牛票已出現高近20倍的炒價，一票索價近四萬港元。

黃牛幫阻礙市民欣賞盛事，多年來一直存在。有娛樂業人士透露，政
府規定每場最少兩成票作公開發售，變相近八成票可作內部認購，靠關係
走後門可取得大量門票，再加上黃牛幫利用外掛電腦程式搶票，令一般市
民大多撲空。有立法會議員建議購票實施實名制，學者則建議本港可考慮
設立《公平交易法》，設立市場運作、消費品和服務買賣的公平準則，以
保障本港消費者權益。

大公報記者 余風（文、圖）
▲大公報記者登入周杰倫演唱會預訂專頁，竟然需要等候一
小時，一小時之後，電腦卻顯示門票已售罄。

購票網站大塞車 等候句鐘仍撲空
將於今年6月27日至29日在啟德體育園主場館舉行

的周杰倫《嘉年華世界巡迴演唱會2025─香港站》，前
天下午3時在Cityline售票網站及電話訂票熱線公開發
售。大公報記者實測有關賣票情況，當日下午準3時登入
購票網站，網絡即時已出現 「大塞車」 ，相關網頁一直
顯示在 「排隊中」 、 「預計等候時間：少於1小時」 ，惟
一直無法購票，近1小時網頁即顯示 「售罄，多謝支
持！」 另一面的電話訂票熱線：（852）2111-5333則
是長打不通。

雖然啟德體育園主場館可容納約五萬個座位，但預
計熱門演唱會仍是一票難求，因為不少門票是內部扣起
或落入黃牛幫手中。在網絡上隨便搜索便能輕易找到大
量黃牛票兜售，很多都是集團式營運。大公報記者藉查
詢周杰倫演唱會黃牛票價格，聯絡到一名黃牛票中介
「小黃」 ，他二話不說便報上價格，一張1380港元的門
票，索價至逾5599元人民幣（約6131港元），更誇張
的是，有1880港元的門票，炒價要達逾37328元人民幣
（約40900港元）。另一個將於4月底、同在啟德體育園
舉辦的謝霆鋒演唱會，一張隨機站位的1380港元門票，
被炒至4000至5400元人民幣（約4300港元至5900港
元）不等。

如此昂貴黃牛票是否有市場，已經令人懷疑，記者
更質疑會否為假票？小黃即拍心口表示，其公司十分有
規模，有多名中介負責票務，出售票有 「廣州、深圳、
香港澳門，海外也有。」 他指該公司的 「老闆」 有自己
的票務公司，可與主辦商洽談門票的生意，更強調要對
客戶負責任， 「錢，賺多賺少不計較。」 有關出售的黃
牛票會視乎歌手的人氣及座位的相連度開價，普遍都會
收取票價多五成的利潤，面對一些不太受歡迎的歌手及
位置，更只收20元手續費。但他們均在票價列明： 「開
演前10至14日出票面交／順豐，全款留票，下單不退不
換，取消退票面價。」 小黃及後更出示之前與客戶交易
截圖以示信任。

業界：僅二至三成門票須公開發售
若黃牛幫所售並非假票，大量門票是如何得來？一

名熟悉娛樂圈運作的人士表示，每間娛樂公司為旗下藝
人開演唱會時均會預留部分門票作內部認購， 「政府規
定每場最少兩、三成飛（票）作公開發售，即七、八成
飛可以留起，分給傳媒、客戶及贊助商等作內部認
購。」 他又指，相關內部認購票數目，需視乎有關人士
與娛樂公司的關係，及有關演唱會歌星的號召力， 「愈
紅愈勁的（明）星，內部認購的飛相對會緊張好多，如
一般、二線或三線的星，需求度相對不會太大，內部認
購便可以認購多一點。」 他指內部認購門票數目相當具
彈性，少至兩張、數十張均有人預訂， 「甚至有人可以
訂到過百張。」 他又指如有些人可以預到過百張票，而
相關歌星有號召力，便可以拿出市場炒賣， 「最緊要有
眼光及有錢，因為要先付款入飛，如賣不出就會自己蝕
本。」 他又感嘆，內部認購再加上一些黃牛幫配備外掛
程式 「搶飛」 ，普通市民一票難求。

事實上，康文署轄下香港體育館及伊利沙伯體育館
的租用條款規定，主辦機構如舉辦的活動場數包含三場
或以下，最多可保留八成的座位作內部銷售；如舉辦的
活動場數包含四場或以上，則最多可保留七成的座位作
內部銷售。

康文署：主辦方若同意 可採用實名制
就門票炒賣，康文署回覆《大公報》表示已實施一

連串措施，包括城市售票網在處理熱賣節目的售票安排
時，會主動與主辦機構商議切合個別節目的票務方案；
在門票開售首天設定每人每次的購票限額、限制使用同
一信用卡可購買的門票數目；推行延後取票安排等。若
得到主辦機構合作，該署樂意配合推行實名制購票模
式。康文署與城市售票網的系統承辦商亦持續提升及加
強售票系統的容量及功能，阻截電腦自動程式購票。

另外，城市售票網的門票採用行內公認可靠的防偽
特徵印製，每張門票均印備特有的二維碼供入場掃描驗
證，難以仿製假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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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德體育園未開幕
天價黃牛票滿天飛

大公報直擊 名歌星個唱門票炒家索價4萬

「搶票是要黑科
技，公司有一個科技編
成一個程式，自動點

擊，輸入的比你們（客人）要快五倍
以上。」 在大公報記者放蛇期間，黃
牛票中介小黃隨即教授搶票的 「黑科
技」 ，即時示範預約今年四月底的謝
霆鋒演唱會，並顯示 「預約成功」 。
他又指一些演唱會由贊助商或銀行贊
助，利用其銀行的信用卡便可優先訂
票，他直言有時鬧票荒，亦會要求一
些相熟的客人代為購票， 「之前劉德

華演唱會，滙豐卡優先購票，我們亦
會找持卡的客人買，再給個手續
費。」

「人手點夠電腦快？」
智慧城市聯盟資訊科技管治委員

會主席龐博文坦言，現時相關售票系
統相對較舊式，黃牛幫容易利用外掛
軟件，在公開售票時將此網絡封鎖，
再將內裏的門票全部購光。他又解釋
有關軟件是利用程式語言生成的一個
網絡爬蟲機器人，代替人類去瀏覽網

頁，不斷循環及自動化地購票。
龐博文又指如太多人利用此系統

去購票，相關系統伺服器難以負荷，
便會死機， 「如果全部換了是機器
人，可想而知是多麼繁忙，但一定較
人類快好多。」 他建議有關售票系統
可在系統內加設過濾的排隊系統，確
認出售門票給人而非電腦（或機器
人），他比喻 「現時賣飛，在網上開
間舖並不足夠，需加度閘，再派籌，
令他們排隊，再分辨是否人類購
票。」

「有些（門）
票炒得好貴，惟
（場內）有些位置

卻是留空，給人感覺很不好！」
經濟學者巫伯雄表示，有關演唱
門票炒黃牛的情況屬於供求問
題，門票數目供應有限，獨市
的供應者擁有絕對的分配權，
因而出現壟斷性價格，令賣方
可以好高的價錢出售門票，
「正如他（商販）有100個
橙，只會賣80個，其他20個會
被弄爛。」

他指出在物以罕為貴下，
演唱會座位常見並非坐滿。他又

提到雖然此為市場上正常的行
為，但對社會不是最有效的結
果，亦令市場出現很大的缺陷，
「本地有許多歌迷本來1800元
去看（演唱會），但現在（被炒
至）兩萬元（門票），就不去看
了。」

巫伯雄建議可考慮設立
《公平交易法》，在有關問題
影響社會民生穩定時適度介入，
設立市場運作、消費品和服務買
賣的公平準則，惟他又指政府難
以干預私營市場的行為，而如要
立法須明確訂明實施相關政策的
正確目的。

加強
監管

一些國家如日本和澳洲已經有
反黃牛法例，其中澳洲炒賣黃牛票
的罰款增加至47.5萬澳元（折合

約238萬港元）；日本於2018年通過禁止黃牛
票轉賣的法案，明確禁止以營利為目的轉賣門
票，最高可處以100萬日圓（約5.1萬港元）的
罰款或者一年以下的監禁。該法案還要求主辦
方在門票上標明不得轉賣的字樣，並採取實名
制、電子票等措施來防止轉賣。

英國則提高倒賣門票的罰款金額，曾將罰
款從5000英鎊（約4.9萬港元）提升至兩萬英
鎊（約19.7萬港元），以威懾黃牛票販子。近
日又提出議案，限制現場活動門票的轉售價
格，加價上限為票價的三成。

此外，韓國修訂後的《演出法》於去年3
月22日正式生效，利用搶票軟件倒賣門票的行
為定性為刑事犯罪，可處以最高一年有期徒刑
及最高1000萬韓圜（約5.5萬港元）的罰金。

而此前韓國1973年制定的《輕罪處罰法》對現
場抓獲的黃牛票買賣行為處以20萬韓圜（約
1100港元）以下罰款，對網絡搶票黃牛行為查
處存在局限性。

另外，雖然目前新加坡尚未有專門的反黃
牛法，惟新加坡消費者協會也建議制定相關法
律，未來朝着這個方向發展，以杜絕高價轉售
行為，讓因故無法出席的購票者能合法轉售門
票，同時防止黃牛炒高門票價格。

▲啟德體育園開幕後，將會有一連串包括演唱會等的
盛事活動。圖為早前體育園測試情況。

專家：黃牛幫黑科技搶票快五倍
另類
欺凌

「如果全部用實名
制便不會有這些（黃牛
票）的問題。 」 關注

「炒黃牛」 規管、早前在立法會提出
質詢的議員陳健波直言，杜絕炒黃牛
票，建議盡快推行門票實名制，而他
曾向業界了解，實施實名制存在的難
處， 「他們好多這些（內部）票，不
知轉了去哪裏，如何實名呢？」 他建
議在短期內，可先向公開出售的門票
實施實名，再適當地循序漸進實施實
名制， 「在足夠的供應下，開始是一
半，將來六成或七成，循序漸進，適

應此文化，逼到來，就會慢慢做。」
他指逐步減少黃牛票來源，不法之徒
無利可圖，便不會 「炒黃牛」 。

料情況將越演越烈
此外，陳健波又指現行法例兜售

黃牛票多被判罰款2000元，欠缺阻
嚇力，而相關條例不涵蓋康文署場
地，因此在香港體育館賣黃牛票沒有
法律後果，他認為政府要改善問題，
必須先修改相關法例。

陳健波同時提到，黃牛票及假票
問題除影響港人，對遊客影響亦大，

預計日後世界級的演唱會在港舉行時
炒風更勁，加上網上亦有不少假票出
售，窒礙本港發展演唱會經濟，是時
候作全面檢討。他更舉例指出例如香
港體育館的音響及場館需作優化設
計，以配合演唱會演出。而隨着新的
啟德體育園落成，加上其他演唱會場
館，座位增加，他指香港慢慢可形成
演唱會經濟一條龍， 「內地人很喜愛
粵語歌，屆時不再是700萬人的市
場，而是14億人的市場，還有東南
亞，演唱會事業（在香港）將來大有
可為。」

議員：實名制有助杜絕黃牛票
源頭
堵截

學者：政府應考慮設《公平交易法》

多國將炒黃牛列刑事罪
他山
之石

▲ 「中介」 與大公報記者
對話時十分小心，而且不
斷向記者推銷，保證經他
買票一定會有。

▶由大公報記者與 「中介」 的
對話中，發現 「中介」 掌握了
不少演唱會等活動的 「黃牛」
門票，而且要價高達原本的數
倍或十多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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