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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量远超实际消费量

月饼券“纸上谈饼”
“空赚经济”谁受益？

随着月饼销售进入旺季，月饼券倒卖回
收也正逐渐形成“产业”。

厂家制作——用户采购送礼——中间
商倒卖——厂家回收。月饼未见一个，知名
品牌的月饼券却变成“期货”，背后产生了一
条“空赚经济”的利益链。专家指出，“空赚
经济”的背后，是“礼品经济”的放大效应，而
破解这个越做越大的泡沫，需从市场、金融
等多方面的监管入手。

在上海南京路、徐家汇等商圈，“盯”每日月
饼券的“大盘”已经成为这里“黄牛”的生存之
道，不同厂家生产的月饼券都有不同的折扣率。

在南京东路，记者遇到了正在“卖”月饼券
的上海市民乐先生。他和妻子单位各发一张杏
花楼月饼券，“加起来 400元的券，我问了好多
个‘黄牛’，最多也只能卖到180元”。

“黄牛”向记者展示了一本被他称为“月饼
券大盘”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月
饼券的生产厂家、价格、折扣率、每天买卖的数量
等。“月饼券好像期货，做‘月饼市’全靠‘盯盘’。”

记者通过走访调查发现：企事业单位一般
以六到七折的价格从厂家团购月饼券发给员
工；员工以四折到六折的价格把月饼券卖给“黄
牛”；“黄牛”会加价把券销售给需要月饼券的消
费者，并把倒卖不掉的月饼券以四到六折的价
格卖回印券的厂家。

靠“黄牛”搭桥，一张张月饼券在给消费者
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孕育了一条灰色利益链。
保守估计，“黄牛”倒手月饼券一般能够获得票
面价格 5%~10%的利润，而厂家则能获取 10%
以上的“净利润”。

谁在回收“黄牛”手里的月饼券？消费者也
许不会想到，中秋节前“轰轰烈烈”的月饼券倒
卖、回收市场背后，真正的“推手”，竟然很可能
就是这些月饼券的“始作俑者”。

记者了解到，市面上月饼券的销售分为酒
店宾馆和有直营店的糕饼房两种渠道。一般来
说，酒店宾馆由于是季节性销售月饼，基本不接
受“回收”月饼券，在这种“以销定产”的模式下，
很少出现月饼券“超发”现象。

有直营店的知名糕饼房销售月饼券却另有
乾坤。一位从事月饼销售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
记者，知名糕饼店基本上都接受“回购”月饼券，

这样一来，“超发”的月饼券到市面上流通一圈
之后回到商家手中，不仅不需要提供实物，还能
赚取额外差价。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超发”是行业内多年
的“潜规则”，起初是为了应对月饼季结束后产
生的大量在保质期却不得不下架的月饼带来的
库存压力，后来就演变成为一种牟利的手段。

上海商业经济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齐晓斋
指出，月饼券已成为一种“类期货产品”，名为月
饼买卖，但大多是通过月饼券完成交易，整个过
程并不需要实物月饼出现，最终付出真金白银
的，只是需要月饼券的企事业单位和消费者。

揭秘 背后“推手”是月饼券的“始作俑者”？

中国礼品产业研究院专家张小鹏认为，月
饼券实际上并非礼品回收市场的抢手货，但从
厂家、“黄牛党”到流通者，各获其利皆大欢喜，
这种怪象值得关注。“月饼券作为一种礼品，供
应量远远超过实际消费量，实际上生产厂家和
商家把月饼券当成一种期货来炒，这种情况最
终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经济学者马光远表示，目前市场上的月饼定价
普遍虚高，“灰色利益链”在各个转手环节均有利可
图的表象背后，实际上是月饼的高额利润在支撑。

上海财经大学世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孙元欣
指出，从需求的角度看，“礼品经济”是催生月饼券
市场的根源，送礼需求超越了消费需求，使得礼品
券脱离实物，具有了金融属性。

上海商学院流通经济学院院长周勇等专家
认为，应规范流通规则，打击“黄牛”的恶性炒作
等，理顺市场秩序。对于发行提货券的公司，应向
监管机构支付一定比例的押金防范风险，一旦企
业因经营风险出现问题，可以相应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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