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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就此赶到迪
士尼乐园进行调查，无论是在
园内还是园外，都碰上了很多
兜售玩偶的小贩。他们手上
不仅有防晒帽、雨衣这样的普
通商品，像玲娜贝儿双肩包、
雪莉玫大脸包、钥匙挂件等乐
园限购的爆款商品更是应有
尽有。这些小贩一般都是以
正品的面貌推销的，并且以种
种手段暗示他们“有内部渠道
拿货”。

宋女士是第一次来迪士
尼的游客，她在迪士尼商店内
已经买了一袋子玩偶，出来后
又在小贩手中花120元购买
了一个灰粉色的达菲双肩背
包。她告诉记者，她觉得包的
做工还不错，关键是园区商店
里买不到。“如果不是迪士尼

搞饥饿营销，我们当然愿意去
商店里购买。做这种玩偶应
该不是很困难的事，乐园应该
提高商品的供应量。”

一名小贩透露，他一天可
以卖掉几十只玩偶，“只要乐
园里还买不到这些玩偶，我们
就会被需要。”一些游客告诉
记者，其实他们也怀疑小贩手
上的玩偶是盗版，但既然来了
一趟迪士尼，就要带个玩偶回
去，所以仍然会买下来。

记者了解到，迪士尼玩偶
的难买，给这些小贩提供了生
存土壤。记者在迪士尼乐园
的世界商店看到，虽然货品相
当丰富，但商店仍然对达菲和
朋友们系列等爆款商品实行
限购举措。迪士尼甚至为此
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抽签程序。

如果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去迪士尼过“六一”

遇到这种小商贩千万要小心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各大游乐园的运营秩序也成为关注热点。最近，有游客因为迪士尼乐园内外一
些小贩的“新骗局”而蒙受损失。青年报记者实地探访时发现，随着游客警惕意识的增强，现在各种骗局也在不
断“升级换代”。而“讲好人设故事”是很多不法商贩“发力”的重点。 实习生 朱彬 青年报记者 郦亮

“生日徽章”话术
园外小贩的一套“生日徽

章”话术，给杭州朱女士和先
生的迪士尼之行蒙上了阴
影。5月7日那天是朱女士生
日，夫妻俩特意从杭州赶到上
海迪士尼来庆生。按照现在
迪士尼的新玩法，当天过生日
的游客可以获得一枚生日徽
章，戴在胸前就可以享受各种
礼遇。没想到，这也被不法商
贩盯上了。

那天夫妻俩正在迪士尼
小镇吃饭，突然有两个小贩走
上来直接祝朱女士“生日快
乐”。朱女士被这突如其来的
生日祝福惊喜到了，“应该很
少有人能认出我佩戴的生日
徽章。”朱女士向记者表示，自
己的防备心就这样放下了。
小贩手上拿着很多迪士尼玩
偶，朱女士一眼就看到那只雪
莉玫大脸包。买雪莉玫大脸
包是他们此行的目的之一，可
惜在园区内抽签没中，他们连
进商店的机会都没有。一见
朱女士倾心，男小贩马上凑上
来说，现在商店都没有雪莉玫
大脸包，而他手上的是别人在
商店购买后转让给他的。“原
价300多元，290元给你。”

朱女士一看价格还适中，
是正常的代购折扣，而且大脸包
从外表看也还不错，就爽快地买
了下来。事后，朱女士在对比
了正品之后才发现，这大脸包
里面全是线头，肯定是盗版。

“我平时对盗版还是很警惕的，
恐怕就是因为当时小贩的那一
声生日祝福让我放下了戒心。”

“我给女儿多买了一个”
还有游客向记者反映，在

迪士尼停车场附近遇到一个中
年女性带着一个小女孩在转卖
玲娜贝儿，她们的说辞是玩偶
是在园区商店里买的正品，但
女儿事后又不想要了，所以拿
出来转卖。

不过有意思的是，网上很
多网友都说在迪士尼遇到过这
对“母女”，而且兜售的说辞是
一模一样的。这就不免让人起
疑：“难道她们天天都会去园区
排队买玲娜贝儿，然后再一次
后悔吗？”

更令人气愤的是，这转卖
的玩偶竟然也是假货，有人晒
出这款玩偶与正品的对比图，
两者相差明显。

迪士尼园外辅警刘女士表
示，他们确实发现这对母女经
常在停车场附近兜售玩偶。
但既然只是一个兜售的话术，
她们究竟是不是母女，也值得
怀疑。

套上代购“马甲”
与朱女士一样，网友“糖人”

在迪士尼乐园内也没有抽中签，
无法买到自己想要的玲娜贝儿。
以至于晚上在欣赏烟花表演时，
仍在为这件事感到遗憾。也就在
这个时候她遇到了一个用迪士尼
购物袋装满玩偶的“代购”。

那袋玩偶里就有“糖人”心心念
念的玲娜贝儿。当然对于“代购”的
兜售她还是有戒备之心的，因为她
知道现在盗版很多。但是很快她
又努力地说服了自己。其一，对方
称自己的是“代购”，而原价239元
的玲娜贝儿卖她190元，差不多是
8折，这和一般代购的折扣差不
多。其二，“糖人”知道园外有很多
兜售盗版玩偶的小贩，但这人是在
园内，便认为他一定是迪士尼年卡
用户，在身份上是多了一个背书的。

当然不出意料的是，“糖人”
买下了这只玲娜贝儿，并且很快
发现这就是一只做工粗糙的盗
版玩偶。而那个所谓“代购”其
实就是一个卖假货的不法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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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明确规

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

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

失，增加三倍赔偿。但这主要

是针对容易定位的经营者，而

商贩是流动的。因此，被迪士

尼小贩骗的消费者维权成本会

很高。”对此，上海汇业律师事

务所高级合伙人吴瑛律师建

议，迪士尼可以与管辖派出所

协作，及时记录小贩信息，留存

相关证据。如果金额累计达5

万元以上，可能还会涉及刑

法。”上海法律界人士过怡安告

诉记者，迪士尼作为享有正版

商标及其产品销售权的主体，

理论上在掌握足够证据的情况

下可以向公安机关寻求对这些

商贩的行政处罚。

至于谁是监管主体，记者

致电上海市场监督管理局，工

作人员表示有固定经营场所

的个体户归属他们监管，但流

动小贩不涉及门面，应归城管

部门管理。记者又致电浦东

新区川沙新镇城管部门，工作

人员表示迪士尼园区不属于

自己的管辖区，可联系园区公

安部门和城管，由他们配合调

查。园区公安处则回应记者：

“游客遇到这种情况，可到申

迪南路 100 号窗口报案，由民

警开回执单，并询问记录。”

对此，吴瑛律师建议：“迪

士尼可以联合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进行整治，定期采取专项

执法行动，从而抑制小贩兜售

假冒产品的行为。”

对于小贩在园区外实施
各种骗局的情况，迪士尼乐园
安保部工作人员刘忠欣明确
告诉青年报记者，即便是在园
区附近，也属于迪士尼区域，
是不允许私人在此售卖商品
的。辅警刘女士则向记者介
绍，乐园从早上开园前到晚上
10点，每天都有很多卖假货的
小贩在园区外围守。早上他
们一般集中在停车场周围，下
午和晚上检票口外边的小贩
非常多。园区里也可能存在
混进去的小贩，因为有的小贩
有迪士尼年卡。

为了应对不法小贩的泛
滥，今年3月1日迪士尼乐园
就成立了迪士尼管委会专项
整治小组，来专门管控园区假
货商品的交易与流通。现在，

地铁口、蓝天广场主路口、停
车场等地均有辅警和保安巡
逻。当有游客靠近小贩时，这
些安保人员用喇叭提醒游客

“千万不要买，都是假货，全部
都是假货”。

“法律上来说，我们保安
和辅警并没有执法权，所以我
们不能直接上前阻止，只能与
小贩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他们
实施口头警告。”迪士尼安保
部工作人员刘忠欣无奈表示，

“但我们会尽力帮助游客挽回
损失。当发现有游客上当后，
我们会联系警察，不仅会帮游
客追回损失，还会将小贩带到
城管法制宣教室，对他们进行
口头宣传教育。如果多次发
现商贩对游客售卖假货，我们
也会对他们进行罚款。”

小贩以种种手段暗示“有内部渠道”

安保人员用喇叭不断提醒游客

清除监管执法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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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保人员和小贩保持一定距离，实施口头警告。

市民选购小贩手中的商品。 实习生 朱彬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