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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贵卖到几十元，风靡校园的烟卡哪来的
记者调查烟卡交易链，线下售卖挺隐秘线上很活跃

文/片 鹿青松 李文璇
实习生 史继超 济南报道

可回收可批发可零售
烟卡买卖线上火热

继“萝卜刀”等网红玩具之
后，烟卡成为小学生们的“新
宠”。烟卡由废弃烟盒制作而成，
把烟盒盖撕下来，折成长方形卡
片，放在地上，以空掌心击拍地
面，被掌风击中翻面就算赢。

烟卡在被孩子们追捧的同
时，也掀起了各方对学生玩烟卡
是否合适的争论。对此，部分地
方职能部门、学校出台措施，要
求禁止售卖烟卡、携带烟卡入
校。记者调查发现，烟卡热度依
然不减，这些烟卡究竟来自何
处？去向何方？

通过询问学生、家长，记者
得知，学生们的烟卡主要集中在
实体小店购买、捡拾弃置烟盒、
向吸烟长辈索要、在网络平台购
买等几类情况。在济南市历下
区、市中区几家小卖部，记者以
学生亲属身份询问店主是否出
售烟卡。“前段时间就不让卖了，
还有监管部门的人查。”一名店
主说。但也有店主称，店内暂时
没有烟卡，如果需要，可以帮忙
联系，当记者询问能否提供供货
人联系方式时，被该店主拒绝。

与线下售卖烟卡的隐蔽不
同，在线上交易平台，烟卡售卖
被摆在明面，甚至在一些电商平
台、二手交易平台中，烟卡成为
拥有数万销量的“热销商品”。
在某知名线上交易平台，稍加
搜索便能搜出大量烟卡产品的
售卖链接，不少店铺的销量达
到数万，这些烟卡的价格因香
烟品牌等因素不同，在几元到
几十元之间浮动。同时，一些店
铺为避免平台对敏感词的处理，
通常将“烟卡”改称为“呸呸卡”

“轰轰卡”。
一家店铺客服向记者介绍

店内的几款烟卡：“一种是用硬
卡纸做的印卡，批发价0 . 02元一
个。一种是回收的烟厂残次品、
半成品，批发价0 . 05元一个。还
有一种是用回收的旧烟盒制作
的，因为有胶印、折痕，更受学生
喜欢，不过回收成本高，价格自
然就上去了，0 . 1元一个。”

根据客服描述，学生之间会
根据香烟的价格、品牌，将烟卡
分为不同等级，还会依据胶印
等细节进行真伪鉴别，这些因
素也成为店铺定价、售卖烟卡
的标准之一。在记者询问印制
带有商标名称的烟盒是否违
法、烟厂的烟盒为什么能在市面
买卖时，该客服称“我不知道，就
是小孩玩具，现在没出过问题”，
之后便不再回应。

除专门的交易平台，线上
社交平台也成为烟卡制作、分
享、销售的“主战场”。围绕烟卡
的玩法、制作、交易，甚至衍生
出 了 烟 卡“ 圈 子 ”和 烟 卡“ 黑
话”。不少用户通过文字、视频
等方式教网友如何玩烟卡、怎
样叠烟卡，甚至在如何辨别真
假烟卡、烟卡等级评定等问题
上都有详细说明。这些用户通

常借助内容引流，在其平台橱
窗中并无烟卡售卖，而是通过
添加微信的方式进行交易。

并且，这些用户中不乏拥有
百万粉丝级别的博主，一名博主
表示，自己售卖的烟卡包含新
手、中级、高级等多类套餐，这些
套餐的区别在于烟卡的数量、等
级，价格也从17 . 9元到31 . 9元不
等。另一名博主还表示，自己还
承接烟盒回收业务：“十斤起收，
0 . 1元一个，现在不收普通烟，主
要回收‘和天下’等‘高级卡’。”

一张卡最贵卖到几十元
记者实地探访烟卡作坊

在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店
铺之外，记者还发现，烟卡的幕
后生产环节也在供求关系的刺
激下异常火爆，这些幕后的生产
商大多是小作坊。

记者联系到的多家厂方负
责人均表示，在烟卡畅销的环境
下，伴随小学生对高级烟卡的追
捧，高级真烟卡的货源十分紧
俏。高级真烟卡甚至像真正的香
烟一样，需要“配货”才能买得
到，自己只能提供印制卡或以混
搭的方式出售。对此，记者以零

售商店老板身份，对济南几家烟
卡生产商进行了暗访。

在济南天桥区的一间厂房
中，记者见到了供货商口中的烟
卡仓库。多箱烟卡堆积在库房
中，每箱有近千张烟卡，一眼看
过去，装有烟卡的箱子有十来
个。粗略估算下来，仅在这个仓
库的角落，就有近万张烟卡。

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描述，自
家的印制工厂就在附近，生产包
括仿烟盒卡、卡通卡在内的多种
类型烟卡。“36元一大板，算下来
一张烟卡0 . 15元，批发的话，价
格可以再谈，外形和烟盒上折下
来的差不多。版权问题大可放
心，没人查。”该工作人员说。

在济南天桥区另一处烟卡
作坊，记者看到大量未经处理的
烟盒堆积在屋内，几名工人正在
对烟盒进行裁剪、清洗、装盒，旁
边放了几箱已被处理好的烟卡
成品，这些烟卡将被发往全国各
地。该作坊的负责人表示，自家
的烟卡都是通过回收烟盒改造
的，“回收卡有烟味儿，学生更容
易甄别为真卡，销量也更好。”

“烟盒本身成本不高，一毛
钱能回收三个烟盒。但贵在人
工，挑拣、裁剪、擦净都很麻烦。”

该负责人介绍，自家烟卡有六七
十种，走批发，一张烟卡0 . 17元，
按箱随机发货。在得知记者是本
地“店主”的身份后，该负责人
称，“泰山”等山东烟的烟卡在省
内不好卖，学生更容易通过捡拾
的方式获得，推荐记者以盲盒形
式售卖。“我这边山东烟多，建议
你从外地工厂买其他牌子的烟
卡，可以帮你联系。”随即，该负
责人为记者展示一个烟卡供货
群，群内不断有人咨询购买事
宜。“群里有各地供货商、一些店
主，还有拿货的网络主播，现在
是全国各地调货，我的很多货是
通过网络主播卖出去的。”

对于学生热衷的高级烟卡，
该负责人透露，可以批发少量高
级卡，但能提供的货量不多，且
价格更高。“外国烟、‘和天下’一
类的烟卡，一张卡批发价2元，优
先给开价高的买主。最早一张高
级卡零售价几十元，我们供货也
能卖到3元一张，后来家长举报，
有的店被查了，我们的价格就降
下来了。”这名负责人说。

各方对“烟卡”态度不一
律师称尚无统一规范

时至今日，对学生玩烟卡的
行为，各方态度依然差异较大。
记者采访到的几位有关人士也
持有不同看法。

一位来自济南市中区的家
长认为，玩烟卡和他们小时候玩

“圆卡”没什么区别，还能让孩子
拥有更多与同龄人线下接触的
机会，对孩子远离手机、iPad等电
子产品有一定帮助。另一位家长
却持相反观点，她觉得烟卡本
质上还是香烟产品的组成部
分，当前的烟卡热，极有可能让
学生过早接触烟草产品：“小孩
模仿力很强，在玩的过程中，没
准就学着大人的样子吸烟。”并
且在她看来，户外活动的形式有
很多，没有必要通过玩烟卡的方
式推动。

“孩子们之间会比谁的家长
抽的烟贵，甚至有学生为了集烟
卡让父亲抽烟。还有些孩子把烟
卡作为一种筹码，比如通过发烟
卡的方式，让别的孩子为他做
事。”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
学老师眼中，除了可能过早接触
烟草外，学生玩烟卡的行为，极
有可能加剧部分学生的攀比心，
甚至会影响学生间的关系，对学
生的心理、身体健康都是弊大于
利的。“我所在的学校对烟卡是
全面禁止的，也通过家长会、家
长群反复强调过，校内也进行了
整顿。但我们的管理范围只能限
定在校内，出了学校大门，校门
口有卖的，网上也有卖的，我们
没法管。”这位老师颇为无奈。

除却上述争议，在烟卡买卖
行为方面，记者也咨询了相关专
业人士。对于部分店铺提到售卖
烟厂残次烟盒的情况，山东中烟
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济南卷烟厂
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烟草产品属
于国家专营产品，包括烟盒在
内，均不允许私下对外出售，一
切未经国家允许进行售卖的行
为都属违法。另外，香烟正规生
产中出现的残次烟盒，会有特定
的程序处理，不会流到市面上。

山东瀛岱律师事务所执业
律师吴震认为，尽管全国范围内
对烟卡销售行为暂无统一要求，
但涉及烟草买卖的法律法规较
为明晰，其中的部分规范也适用
于烟卡销售：“根据《未成年人保
护法》《烟草专卖法》的相关规
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
品，因此，商家直接销售烟草制
品给未成年人是一种违法行为。
烟卡作为香烟制品的一部分或
衍生产品，即便在烟卡的显著位
置标明‘未成年人禁止吸烟’字
样，也不宜销售给未成年人。”

另外，在吴震看来，烟草制
品商标标识必须由省级市场监
管部门指定的企业印制，非指
定的企业不得印制烟草制品商
标标识。如果商家售卖的是印
有烟草标志的印刷“烟卡”，还
可能涉嫌侵犯烟草生产企业的
商标权。

“烟卡游戏本身并不违法，
但是其载体为香烟制品的部分，
可能会对青少年的成长产生不
利影响。希望家庭、学校、社会可
以引导青少年进行更多有益于
身心健康的活动，促进青少年的
健康成长。”吴震说。

6月中旬，济南市某小学附近，一男子将烟盒丢弃在垃圾桶内，随即引来两名小学生争抢。“获胜者”
将烟盒揣进兜中，“失败者”则在盛夏的高温中，将头伸进垃圾桶中继续翻找……

这是目前小学门口的常见场景。小学生们苦苦搜寻香烟盒，是为了拿来做成“烟卡”。尽管已被屡屡曝光，
但是烟卡之风仍然风靡。近日，记者对烟卡的交易链进行了调查，发现小学生手中的烟卡来源不止一处。

济南市中区某城中村的烟卡作坊内，地面上堆积着准备发货的烟卡。

烟卡游戏风靡折射出孩子可玩的游戏不足

“烟卡游戏之所以风靡，
是因为其满足了小学生游戏、
社交的心理诉求。”21世纪教
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指出，

“70后”“80后”之前也玩过纸
牌游戏，与烟卡游戏属于同一
类型，只不过，当时的孩子是
用各种废纸折叠纸牌，或者从
连环画中剪下人物纸片。玩烟
卡除了翻垃圾桶产生卫生问

题，家长比较担忧的是其作为
游戏道具，无形中“加深”了孩
子对烟草品牌的认识。在游戏
比拼之中，孩子可能对香烟品
牌如数家珍，会影响到校园

“禁烟”，这些问题要引起重
视。

熊丙奇认为，烟卡游戏在
小学生中风靡，和学业压力
大，以及在学习之外，可以允

许玩的游戏活动不多有关，玩
烟卡是孩子们自发找到解压
的游戏方式。“现在的孩子玩
的东西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孩子玩的差不多，还折射出一
个问题：我们在关注孩子课余
时间、关注孩子游戏活动方
面，进步太小。”随着社会经济
发展，应该有更多发展孩子个
性和兴趣的空间。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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