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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行政商务核心中的核心，面积一千平方米。独立电梯，高档精装修，
中央空调、24小时冷热水，品牌办公家具，五星级办公环境，比肩北上广深
一线写字楼。适合央企，国企，集团公司、金融公司，保险公司总部，律师事
务所办公。保姆式服务，掂包进住。期待贵宾热线：刘总13731730009

中秋佳节前夕，市场上各大
品牌的月饼券交易迎来了兑换
高峰期。“诚信收元×月饼券，秒
发秒确认，出券请私信”“2024
年月饼券高价回收”“现在××楼
月饼券不知道还有人收吗。”记
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和电商平
台上充斥着大量月饼券回收的
帖子，涉及元×、星××、美×等知
名品牌，收购价格为券面标价的
4折至7折不等。

二手交易平台
折价回收

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一个
来自江苏苏州的票务账号同时

“收票”与“出票”。在收票详情
页，该票务称“高价回收月饼
票”。记者随机选择了某品牌一
款价值 318 元的月饼券进行咨
询，该票务表示，318 元的月饼
券回收价为150元。

记者点进“出票”页面详情，
该页面显示“月饼券批发全国通
用，如果你有公司资源可合作，
报价发货开票通通帮你搞定，让
你躺赚中秋。”记者使用另一账
号自称公司采购，向该票务咨询
了同一款月饼券的“出票”价格，
该票务告诉记者，月饼券售价为
248元。

“月饼券是打折的，发票可
以开普票原价给你，纸质票和电
子票都可以。我们这边开的直接
是月饼公司的发票，不是经销商
发票。”该票务告诉记者，如果批

量下单，其所开具的发票为苏州
当地某著名月饼品牌的发票，

“保证收到的是月饼的发票”。
除了记者咨询的某品牌月

饼之外，该票务还向记者推销了
“ 更 为 划 算 的 方 案 ”——“ 你
拿×××斯比较好，我们卖得便
宜”。该品牌的票券可以打六折，
而发票能够开到的数额是原价
的八折至九折，甚至表示“你买
这些月饼主要是看发票能报销
多少，拿×××斯月饼，我给你开
的发票能报销得多一点”。

月饼券空转现象

当记者询问为何不同品牌
的票券打折力度不同时，该票务
告诉记者，“贵一点的是市面上
收回来的，便宜的是向票券经销
商批量拿的，我们多自然就便宜
出了”。

记者调查发现，还有不少个
人账户在社交平台上出售自己
的“散票”，甚至“盖”起了“月饼
券互助楼”。而在这样的“出票”
帖子下，往往有许多“收票人”进
行报价。在这些帖子的评论区
中，有不少昵称为“批发各种月
饼票”“收票”等的账号出现，收
购“出票人”手中的月饼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月饼
券还存在一种情况：月饼券多于
相应的月饼实物，即“券比饼多”

“月饼券超发”，这是月饼市场存
在的潜规则。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月
饼券空转现象，有点类似期货，

基本上是厂家—购买人—厂家，
或者是厂家—购买单位—购买
单位职工—厂家。这个现象存在
多年了。”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注意
到，在社交平台上有一篇广为流
传的“月饼券背后的经济学”分
析，即月饼厂家将月饼券以较低

价格出售给经销商，经销商提价
批量出售给公司等需要送人情
的客户手中。这些月饼券可能会
通过赠送、转手倒卖流入票务

“黄牛”手中。而“黄牛”低价批量
收购经销商的月饼券及散客手
头的月饼券后，可能会以稍高一
些的价格将其卖给月饼生产厂
家，或转卖给其他消费者。

“在没有生产月饼的前提
下，月饼厂家、经销商和‘黄牛’
都能赚钱，此类现象被戏称为
月饼‘证券化’。”对此，曾从事
过相关业务的上海人刘娟（化
名）给记者解释了月饼券的商
业模式—假设月饼厂家印了一
张100元的月饼券，以65元售卖

给了经销商，经销商又以 80元
售卖给了消费者A，消费者A将
其赠送给了消费者B，消费者B
以 40元价格卖给了“黄牛”，“黄
牛”最后将月饼券以 50元的价
格又售卖给了月饼厂商。在这一
闭环中，即使没有实体月饼被生
产出来，但月饼厂商却从中赚取
了 15 元，经销商赚取了 15 元，

“黄牛”赚取了10元。

“大黄牛”能囤
几百万元券

据刘娟介绍，月饼券的“黄
牛”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大黄
牛”，有能力囤价值几百万元、上
千万元的月饼券，相当于经销商
角色。他们每年五六月份开始跟
商家谈当年的预订量，同时争取
部分返还；另一种是“小黄牛”，
从散户手里买月饼券、不囤货，
根据市场行情再转卖出去。

刘娟坦言，月饼“证券化”背
后随之而来的是月饼券市场价
格的波动风险，厂商无法精准预
估当年的供需数量，有可能多印
或者少印月饼券。

记者注意到，有网友称，自
己收到了某门店名为“玲珑心
意”的中秋礼盒券。但居住地所
在区域门店并不能领取礼盒，必
须前往其他区域，而且能否当天
领到也是未知，无奈之下只能将
月饼券转卖出去。

对此，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常莎告诉记者，月饼券以礼品卡
的形式替代实体月饼，确实能在
一定程度上减少食品浪费，节省
运输成本，并在理想状态下实现
厂商、经销商等多方盈利，看似
达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然而，
从现实层面看，月饼券的“证券
化”趋势日益明显，消费者的权
益可能受到损害。

据《法治日报》

月饼券半价回收背后的“生意”

没有生产出月饼 各个环节竟都能赚到钱

近日，浙江省永康市一网友
反映，其父亲在当地某口腔医院
一次性拔除 23颗牙齿，并在同
日种植 12颗牙齿。随后疼痛不
止，13天后心搏骤停死亡。当地
卫健部门工作人员称，由于拔牙
和死亡时间相隔 13天，具体的
原因还在调查。

该事件引发网友热议，有人
对一次性拔除这么多颗牙齿表
示震惊与不解；也有人提出口腔
诊疗行业乱象频出，老年人容易
上当受骗，必须加强监管；还有
人认为老年人口腔健康问题亟
待重视。

一些口腔诊所宣称的“全
口拔牙”“当天拔当天装”合理
吗？老年人“老掉牙”难题怎么
解？带着问题，记者展开调查采
访。

北京市某口腔医院的刘医
生曾接触过这样一名老年患者。
老人就诊时上来就说自己牙疼
得厉害，要全部拔掉。医生拍片
后发现，老人全口 29颗牙齿，20
多颗都被打开了做神经治疗，已
经治了 3年。当时，接诊医生明
确告诉老人，拔一颗牙就行，其
他牙齿经系统治疗后还可以用。

可过了一段时间，接诊医生
再次见到那名老年人时，发现她
的牙齿已经全部被拔掉了，人也
瘦得完全脱了相。一问得知，她
是回老家时去一家口腔诊所拔
掉的，装了全口假牙后身体一直

不舒服、食欲不振，现在后悔不
已。

牙齿问题影响健康
治疗机构夸下海口

家住湖南省邵阳市的王先
生今年 66岁，随着年龄越来越
大，牙齿松动得厉害，已经连续
掉了 3颗。他曾去民营口腔机构
咨询过缺牙修复治疗，但因价
格过高放弃了，“其他牙齿还能
用 ，就 是 发 炎 时 痛 起 来 要 人
命”。

像王先生这样受到口腔疾
病困扰的老年人不在少数。

据广东省某三甲医院口腔
科一名谢姓医生介绍，在其科室
接诊的老年人中，最常见的是牙
龈出血、口腔异味、牙齿松动无
力，这些问题大多由牙周炎引
起。“一些老年人缺乏健康意识，
口腔卫生情况欠佳。同时，牙体
的缺损和磨耗也是老年人群体
常见的口腔问题。”

记者随机采访北京多名患
有牙周炎的老年人发现，他们大
多认为“牙周发炎，吃点药就没
事了”。但在口腔医生看来，牙周
炎易反复发作，损害牙周的健
康，会导致牙齿松动脱落。

刘医生告诉记者，牙周病相
关致病菌可能侵入主动脉和心
脏内皮细胞使心脏受累，如果吸

入肺部则可能引起吸入性肺炎、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和下呼吸道
感染。

业内人士介绍，拔除无法保
留的牙齿，及时修复缺失牙，是
老年人保持口腔健康的重要手
段。

在巨大的市场需求之下，一
些口腔机构看到了商机，纷纷打
出各种广告吸引老年人种牙，如

“国际口腔技术”“私人定制服
务”“长久稳固、快速便捷”“活力
亲骨、仿生自然”等。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部分
口腔机构在宣传时夸下海口，宣
称“全口拔牙”“七天快速矫正”

“单颗种植牙 10分钟完成，当天
种牙，当天吃饭”等，导致一些老
年人不明就里上了当。

拔牙需要全面评估
多拔多种存在隐患

来自河南省鹤壁市的张大
爷今年 76岁，多颗牙患有龋齿，
他去口腔机构咨询，医生面诊后
说他的牙齿形状不好看，“如果
全部拔掉，装一副假牙，又好看
又不影响正常进食”。

张大爷听信了，不仅拔掉了
龋齿，还把其余完好的牙齿也拔
掉了，花 8000多元装了一副“全
口吸附性义齿”。可是效果并不
像医生宣传的那样，即使没有咀

嚼，他也常常感觉牙龈被磨损，
日常吃东西也不太方便。

刘医生告诉记者，在现代
口腔医学中，牙齿能保留就要
尽量保留（某些智齿除外），只
有迫不得已才会选择拔除，但
还是有一些人选择全口拔牙，
甚至有口腔机构的医生鼓动患
者全口拔牙，这是完全不负责
任的表现。

记者在中国市场监管行政
处罚文书网检索发现，2020 年
至 2024 年上半年，关于口腔机
构的行政处罚文书有 1529 篇，
其中多数为口腔机构夸大宣传、
虚假宣传、价格欺诈。据不完全
统计，今年上半年，口腔医疗机
构涉行政处罚超过 200起，其中
多家口腔机构因违法及擅自发
布医疗广告、对商品作虚假或引
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等原因被处
罚。

例如，北京一口腔医院曾
因在线上平台开展口腔种植服
务促销时涉嫌存在价格欺诈等
违法行为，北京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其作出警告及罚款 15万
元的处罚。但近日，记者在社交

“朋友圈”中仍然能看到该口腔
医院打出“上午种牙、最快下午
吃肉”的广告。而据专业口腔医
生介绍，种牙后一般不能立即
使用，前几日多以吃流食为主，

“当天用种植牙吃肉的说法很
不靠谱”。

记者近日走访北京市多家
民营口腔机构发现，承诺“全口
拔牙、当天种植”的机构不在少
数。一些口腔机构投放大量广
告，希望吸引更多患者种牙，还
有部分机构利用信息不对称，劝
说患者多拔牙、多种牙，从而收
取更高费用。

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口腔医
院，当记者询问能否全口拔牙
时，该医院接待人员介绍：“首先
要看病人的身体状况，如果有基
础疾病，就不适合满口拔牙或者
半口拔牙。但如果确实有需要的
话，也可以全部拔，当天种，这样
能够缩短修护期。”

刘医生告诉记者，当患者出
现牙齿松动、残根残冠无法保
留、需要拔除做全口种植修复的
情况下，可以采取即拔即种的牙
齿修复方式。目前没有针对拔牙
数目的具体规定，一般来说，一
次性拔除的牙齿最多在 10 多
颗，需要诊所及医生具备一定的
资质和水平，也需要考虑患者的
身体承受能力。“拔除的牙齿数
量越多，患者感受到的疼痛越强
烈，术后发生感染的概率也越
大。要对患者进行全面评估、做
相关基础疾病的筛查，确保其适
合进行手术；手术过程中，控制
拔牙创口的感染和疼痛是关键；
手术后的消炎处理也同样重
要。”

据《法治日报》

老年人口腔治疗乱象——

坏了一颗牙，竟一次被拔29颗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