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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券的秘密：厂家卖了自己印的“纸”
广州黄牛老李向记者津津乐道于这个行业“空手套白狼”的一面：“手头最多的是双黄纯白莲

蓉月饼券，其实仓库里没货，但券还在卖。”
“券比饼多”，已成为广东月饼市场的法则。老李说，每年中秋月饼券都卖不完，但他们并不担

心，因为酒家会回收月饼券。
除了“券比饼多”，月饼厂家近年来还默契地制定了一个规矩：把持券领取月饼的截止时间定

在农历八月十三。此时，距离中秋节还有两天的时间。
湛江某海鲜酒家一名黄姓经理告诉记者，以前每家酒家都会把月饼卖到节前最后一刻，但从

两三年前起，开始有了上述行业规矩。“这是因为每家酒家卖的月饼券都会多于实际生产的月饼。
如果月饼卖得好，可以追加生产；如果卖得不好，可以回收月饼券。”回收月饼券，靠的是黄牛。

如此一来，月饼券成了一种“虚拟经济”，它的流通过程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
天涯论坛上，网友“海富城”分析了月饼券的流通过程：公司以六折~七折的价格从厂家团购月

饼票发给员工；员工以四折~六折的价格把月饼券卖给黄牛；黄牛把倒卖不掉的月饼券以四折~五
折的价格卖回印券的厂家。月饼券转了一圈，厂家实际上却并未卖出一个实实在在的月饼，月饼
票于是演变为一种“期货类的金融商品”。

厂家卖了一张自己印的“纸”，就可以赚取相当于券面面值两折的真金白银。
据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知情人士透露，在2001年南京冠生园的“陈馅月饼”风波发生以后，国

家严厉禁止使用陈馅，许多二、三线的酒家不敢生产过多的月饼，担心卖不完导致积压损失。而且
月饼市场长期以来被一线厂家占据，二、三线厂家生存越来越艰难，只好铤而走险，利用炒卖月饼
券从中牟利。

高额的利润让这个行业日趋拥挤。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国生
产月饼的企业有上万家，年产量超过25万吨，销售额超过150亿元，行业主要骨干企业和地方知名
品牌企业年平均增速超过15%。 据《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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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 月饼券是什么？是一张可以换取月饼的纸券？——绝不仅限于
此，在一张张花哨的月饼券背后，隐藏着一整套庞大的“虚拟经济”，
它的流通过程是一条灰色利益链。

有时候，厂家在卖给你月饼券的同时，并未生产出相应的月饼。
厂家仅凭这张自己印的“纸”，层层流通转回自己手中，就可以赚取相
当于券面面值20%的真金白银。有人把它类比为“期货市场”。

一张小小的月饼券背后究竟隐含着多少潜规则？“月饼经济”将
走向何方？

近日，一则被无数次转载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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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信以为真，将其视作辨识奶粉

原产地的法宝。从条形码就能辨

识出奶粉姓“洋”或姓“中”？

广州市质监局有关负责人澄

清：“条形码并非产品的原产地，简

单一点来说，是注册地。用条形码

来辨识奶粉原产地是不准确的。”

网传看条形码前缀可知奶粉原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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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87代表荷兰……

靠这个能判定
进口还是国产吗？

不少妈妈根据条形码知奶粉原产地
网传的“奶粉原产地识别方法”，是指看奶粉外包装的条形码前缀，

“00~09代表美国与加拿大；45~49代表日本；690~694代表中国大陆；489代
表中国香港；760~769代表瑞士；940~949代表新西兰；87代表荷兰；93代表
澳大利亚……”不少妈妈纷纷跟帖称，会按此识别方法替宝宝选择奶粉。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拨打了雅培奶粉的客户热线，客服人员解释称：“根
据国际编码组织相关规定，为了方便管理，条形码最好以所在销售国为准，所
以以‘69’开头，但是是原装进口的。”

记者又拨通了明治奶粉的客服电话，询问明治奶粉原产地。客服人员解
释称：“在澳大利亚生产的，罐装已经标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但是日本明
治乳业投资在澳大利亚生产的，所有的配方、人员、技术都是日本的，奶源是
澳大利亚。”记者一再追问，“那你们的条形码是怎么规定的？”她无奈地表示，

“我们只是标签执行者，都是按照规定的，《标签法》怎么规定我们怎么做，具
体你要问国家相关部门”，随即挂断电话。

质监部门：条形码不能判定国产或进口
“凡是‘69’开头的条形码均是国内产品专用”这一说法是否准确？通过

条形码就能直接判断商品是国产还是进口吗？对此，广州市质监局有关人士
及编码专家均明确表示，条形码不能说明国产还是进口。

“条形码前缀数字对应的是产品注册国，而不是原产国，不能拿这个去比
对，”广州市质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前缀码是指分配和管理有关厂商识别
代码的国家（或地区）和编码组织。”

据了解，为了保证每一家企业生产的每一类商品项目的编码在全球范围
内都是唯一的，且全球通用，前缀码必须由国际物品编码协会统一分配给各
国（或地区）成员组织（在中国大陆是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然后在前缀码的基
础上再由各国（或地区）成员组织分配给申请注册的企业。

目前国际物品编码协会已将 690~695的前缀码分配给中国大陆物品编

码中心使用，即开头部分是“690”~“695”的条码是某商品的生产商（或经销
商）在中国大陆地区申请的商品条码。另外，按照我国《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的规定，商品的产地在外国而使用中国的商品条码或者产品在销售国使用原
生产国条形码也是合法的。“所以条形码是否‘69’开头并不代表产地在中国，
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还需注意产地的说明，以及结合其他标注。”编码中心专
家表示。 据《新快报》

黄牛：月饼券买卖每张能赚20元差价
近一个月，广州某知名酒家门口天天人声鼎沸，他们都是前来买卖月饼券的人。
一看到有私家车减速行驶，马上就有拿着月饼券和价目表的“黄牛”靠近车辆询问：“要不要月

饼券？进去拿了饼再付钱。”他们手中的月饼券100张一沓。
有人候在酒家门口，一有顾客进出，就上前问“卖不卖月饼券”。酒家店员熟视无睹，无人阻止

黄牛们“砸场子”。
有的黄牛还充当了批发商的角色。一名姓李的黄牛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团队”早前以八五折

的价格从这家酒家的总店批发了1000张月饼券，然后到各门店门口想方设法以八五折左右的价格
出售。

“干一个月，前半段主要卖月饼券，后半段以回收月饼券为主。”在老李的名片上，抬头赫然写着
“××酒家饼票集团”。老李的伙伴们说：“我们已经连干几个中秋节了，干一个月的收入够半年花。”

月饼券的回收价如何确定？老李说，不同厂家的回收折扣不同。一些高档酒店的月饼券在市
场上比较受欢迎，回收价最高可至面值的四折。普通酒店或饼家的，回收价只能达到面值的三折~
三五折，甚至更低。

老李们干的买卖并不稀奇，在广东湛江，甚至有一个回收月饼券的固定市场——银海酒店门
口的马路边。9月7日上午，尽管天气炎热，但数十位戴着草帽的妇女仍从早到晚坚持站在银海酒
店旁的路边，等待客人的出现，其“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远强于广州。

有人回收月饼券是为了先买后卖赚差价，记者深入黄牛群体了解到，若买卖月饼券赚差价，每
张可赚20元。有人却另有“深意”。一名妇女透露说：“我们把回收的月饼券卖回给（月饼厂家）老
板，每张赚5元。”

黄牛倒卖月饼券
“干一个月，花半年”

月饼券成了一种“虚拟经
济”，类似月饼期货

厂家不卖一个实在月饼，
卖月饼票一张就能赚两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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