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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向“柱子票”坚决说不

一、热点概述

去年以来，随着演出市场不断回暖，不少演唱会门票一开票就“秒空”，火爆程度可见一斑。相比

一些价格更亲民的音乐节等活动，演唱会的高票价本应带来更好的视听体验，但不时有观众吐槽自己花

了上千元买到的却是“柱子票”，看歌手变成了“看柱子”。一些人多方投诉、维权艰难，甚至最终只

能一纸诉状告上法庭。

通常来说，所谓“柱子票”，主要是指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买到的视野被遮挡、存在盲区的座

位。在演出中，这类座位被现场的舞台、支柱等大型设备器械所遮挡，观众往往“只能闻其声、不能见

其人”。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围绕“柱子票”引发争议的事件频频见诸媒体报道。比如，去年 5 月，有观众投诉自己上千

元票价的座位，视线几乎全被立柱遮挡；去年 7月，又有观众发帖，称其座位在舞台屏幕延伸线上，自

己完全看不到台上表演。

（2）事实上，演出会的主办方并非对类似的遮挡现象无计可施。有网友透露，今年 3 月在香港举

办的郑欣宜演唱会，主办方特意把舞台柱子四片视线受阻区域的座位单独封闭，不对外出售。今年 8 月，

周杰伦 2023 嘉年华世界巡回演唱会呼和浩特站的主办方，则将因音控台遮挡区域视线不良的座位，以

600 元、500 元、300 元三档的特价折扣销售，并同时声明特价票购买后不退不换。由此看来，“柱子票”

不是没有更好的销售方式，只是某些演唱会的主办方为了做大门票收入不愿意罢了。

2.道理论证：

一言以蔽之，演唱会的“柱子票”与正常门票不加区分地对外销售，问题显而易见，这样一来，门

票的“盲盒”开启前，消费者要祈祷自己成功避雷。若运气不佳被“柱子票”砸中，其中的不公不言自

明。这个时候，若每一个消费者都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去跟主办方较真，不去争取自己的正

当权益，那主办方就会越发有恃无恐，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路上狂飙下去。

3.开头/结尾：

（1）演唱会本是一场歌迷和偶像的双向奔赴，却因为几根柱子“横插一脚”，破坏了这场“浪漫

相约”，着实让人叹惋。正如有歌迷感慨：“相比‘黄牛票’的明枪易躲，‘柱子票’的暗箭难防更令

人心累。”……

（2）越是在充满乐观与积极信号的市场环境下，越要维护好行业秩序。向“柱子票”说不，让市

场多一分公平，让消费者多一分安心，文艺演出市场才能走得更长远……



更多资料私聊刘老师 17300953874

2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去年以来，随着演出市场不断回暖，不少演唱会门票一开票就“秒空”，但不时有观众吐槽

自己花了上千元买到的却是“柱子票”，看歌手变成了“看柱子”。一些人多方投诉、维权艰难，

甚至最终只能一纸诉状告上法庭。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危害-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演唱会本是一场歌迷和偶像的双向奔赴，却因为几根柱子“横插一脚”，破坏了这场“浪漫相约”，

着实让人叹惋……

第二步——危害：

其一，观感直线下降。对于歌迷而言，不远千里奔赴一场演唱会，目的就在于获得身临其境的沉浸

感、体验感，以及见到偶像的“圆梦时刻”。高价买入演唱会门票，看歌手变成了“看柱子”，一坐就

是两三个小时，无异于“花钱买罪受”，观感直线下降……

其二，风险系数飙升。硕大的柱子立于前，本身就存在一定风险。此前曾发生过演唱会因舞台倒塌

造成人员伤亡的事故。再者，由于视线被遮挡，不少观众冲动之下可能采取攀爬护栏、站上椅子、堵在

过道等方式来“弥补”观看体验，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安全风险……

其三，消费维权困难。从现有案例来看，“柱子票”维权难度颇高。一方面，目前尚缺少相关法律

规定和监管机制，有些主办方声称舞台不由他们搭建，直接“甩锅”；另一方面，消费者不仅要投入大

量时间、精力，还要和多方纠缠责任权属问题，维权路上“有苦难言”……

第三步——原因分析：

首先，票务信息不透明。此类演唱会的购票规则通常是“盲选”座位，不支持在线选座，购票者只

能通过不同档位的票价，大致判断对应的座位范围。加之从开票到舞台搭建之间往往存在时间差，对于

现场情况的变化，消费者很多时候不知情，容易踩中“雷区”……

其次，“黄牛”从中作梗。热门演出的门票总是供不应求，为了提高销售利润，“黄牛”们通过各

种渠道“搅浑水”，用非常规手段低价购入“柱子票”，再利用信息差倒卖赚取高额差价。一些消费者

从“黄牛”那里买了票，到现场发现“踩雷”却为时已晚。而且，非官方渠道交易不受“协议”保护，

最终只能自认倒霉……

再次，主办方逐利使然。有专业人士表示，一般处于立柱辐射角 15 度至 30 度之间的区域，视线就

会受阻，理论上这些座位都不适宜售卖。然而部分主办方急于“回血”，不愿多投入搭建无立柱舞台，

也不愿放弃“柱子票”的收入，于是就利用消费者维权的相对“弱势”而变本加厉，损害消费者权益……

第四步——过渡：

其实应当看到，演唱会的火爆得益于观众的热情，但喜爱绝不能成为放肆的理由……

第五步——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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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消弭票务“信息差”。主办方在售票时应提供详细的场馆座位图，明确标注柱子的位置，让

观众在购票前了解每个座位的视线情况，从而做出明智的选择……

第二、破解销售“不合理”。有缺陷的位置，却卖正常位置的价格，这明显是不合理的。其实，解

决“柱子票”问题，关键就在于是否能将保护消费者权益和提升消费体验放在第一位……

第三、解决售后“维权难”。在演出市场呈井喷式的态势下，相应的定价规则、风险处置、行业规

范没能及时跟上，导致“柱子票”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滋生蔓延，进而发展成行业的“灰色地带”……

第六步——总结结尾：

越是在充满乐观与积极信号的市场环境下，越要维护好行业秩序。向“柱子票”说不，让市场多一

分公平，让消费者多一分安心，文艺演出市场才能走得更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