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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智能锁认准德施曼
专业的更安心，连续13年销量领先！

公安部电子防盗锁行业
新标准主要起草者，太平洋
保险承保。
电话（微信）：18713077691

一些就业咨询中介公司在
社交平台建立账号，发送相关推
文及评论，以“国企、央企工作内
推”“落户安置”“高端就业”等噱
头，暗示求职者能以非正规渠道
解决就业落户问题。

“帮你解决工作、落户问题，
企业不同、福利待遇不同，费用
90万元至120万元不等。”

这些所谓“付费内推”是如
何操作的？其中隐藏哪些猫腻？

“一对一求职辅导”有哪些陷阱？

花钱就能买到工作？

记者以应届毕业生身份联
系了几家求职中介公司。在他们
提供的方案中，“中介”只是“外
包装”，内里是明码标价的“就
业、落户名额”——费用通常要
几十万元，有的甚至高达上百万
元。

大部分公司拒绝在线上沟
通中透露就业岗位、合同内容等
信息，通常要求求职者提供个人
简历并线下约谈。

3 月中旬，经与一名自称
“北京某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
司”的销售人员联系，记者来到
该公司位于北京市某写字楼内
的办公地点。办公区不到 20平
方米，有五六名员工。

在会议室面谈时，销售人员
递来的宣传册上公司名称却变
成了“北京某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我们有多个公司都在做

‘就业咨询’，做教培服务的是教

育公司，做人力资源服务的是人
力公司。”该公司负责人李某解
释。

经了解，上述两家公司的经
营范围除教育咨询外，还涉及劳
务派遣、电子产品销售、保洁绿
化、文艺创作、五金产品销售等
领域。

谈及如何解决在京就业落
户问题时，对方给出了两种操作
方案：一种是解决就业加落户，

根据求职者背景安排进有落户
指标的国企，一年半落户；另一
种仅解决落户，不用实际参加工
作，企业基本不可自选，“你每个
月给这家公司转一笔钱，他们扣
完社保再以工资的形式返还给
你，不需要工作，下落户指标会
比较快”。

对方给出的服务报价在 90
万元至 120万元不等，分阶段打

款。首付 50%定金作为“打点
费”，后期在不同阶段按比例付
费，最终以进入单位成功落户为
准付尾款。如果最后“没办成”，
会全额退款，但求职方因个人原
因中途放弃，则不予退款。

李某自称与多家央企二三
级子公司的董事长“十分相熟”，
能“直批内推，把网申和笔试都
免了”，且“面试保过”。至于民营
企业，则可以走人才引进渠道，

在问及人才引进是否需要特殊
才能和突出贡献时，李某自信地
表示：“我们把你一包装，你就是
这个企业的突出贡献者。”

李某还称能帮助求职者进
入事业单位，并提供了从人社部
官网复制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招聘公告。看到记者对某单位感

“兴趣”，李某大手一挥，表示“可
以安排”，但称在网申报名和笔

试环节得“靠自己努力”，“顶多
能在笔试环节要来 30%的考试
题库，不过面试可以保证通过，
体检若有问题也可以想办法解
决”。

事后经核实，这家单位的高
校毕业生招聘报名工作已于 3
月20日结束。

4月上旬，当询问该公司销
售人员相关情况，对方仍表示

“可以安排”。当被指出招聘报名
已结束时，对方稍作沉默后表
示：“要再跟公司确认、沟通一下
这个事。”又补充说，如果该单位
之后有补录，可以保证安排进
去。

不靠谱的“一对
一求职辅导”

2023 年下半年，在上海寻
求市场营销岗位工作的刘睿娜，
由于已经离开职场一年多，感觉
自己急需求职指导。在朋友的推
荐下，她找到了一家号称能“全
流程解决找工作难题”的求职中
介公司。

前期沟通中，该公司的销售
告诉刘睿娜，只需要缴纳 498元
的“会员费”，即能获得长达半年
的求职陪伴服务，其中包含结合
个人情况的“面试技巧课”“简历
修改课”，以及与多家合作企业
的“精准职位推送”。通过该公司
的渠道成功签订劳动合同后，她
需要再次付费，费用按照工作首
月税前工资的 75%计算，“这里

的‘工资’不仅包括基本工资，还
有奖金、提成等。”

“销售让我放心，还展示了
很多成功案例，说他们有许多知
名企业的‘内部渠道’，能够加快
我的入职流程。”刘睿娜缴费后，
该公司负责求职指导的“导师”
与她取得了联系，在了解基本情
况后，向她索要了电子版简历，
称会进行详细的“一对一修改”。

几天后，刘睿娜收到了修改
后的简历，却令她大失所望，这
份简历“只是套用了他们公司的
模板，调整了格式”，并没有任何
实质性的修改。

在购买服务后的最初两周，
公司确实为她推荐了几个职位，

“许多岗位与我本人的能力并不
匹配，有的公司我花了很多精力
去笔试面试，却被告知因没有相
关工作经历无法被录取，之前

‘导师’明明说了这个职位可以
接受没有工作经验的。”

几次失败后，刘睿娜希望
“导师”能推荐更靠谱的职位，对
方却变得冷淡起来，最后干脆不
回复消息了。

教育部提醒，在求职中，不
要轻信无任何要求且薪资待遇
异常高的招聘信息，毕竟天上不
会掉馅饼，掉下的往往是陷阱。
教育部建议使用正规求职渠道，
通过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
国聘平台、高校就业网站等官方
网站，或通过参加学校组织的各
类招聘活动获取求职信息。

据《中国青年报》

宣称花钱就能买到工作 费用90万元至120万元不等

警惕求职中介“付费内推”陷阱

数字经济带动下，基于互联
网平台的副业五花八门。然而不
少网络副业背后却深藏套路，让
务工者副业变“负业”。

直播助力、短视频剪辑、有
声书配音、短剧推广……数字经
济带动下，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副
业岗位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
乱。声称零门槛、上手快、不受地
域限制，吸引不少务工者想利用
业余时间通过网络副业来增加
收入。然而，记者采访发现，不少
网络副业背后却深藏套路，务工
者不仅没赚到钱，甚至还背上了
消费贷。

花样翻新：“网
赚”变“网赔”

老家广西的邓女士在天津
从事护理工作，想通过副业补贴
家用。3月 12日，她刷到一个直
播助力的副业兼职：完成相应的
助力金额并晒图，就可按比例获
得佣金。邓女士被拉进任务群
后，第一单完成了 100 元的任
务，获得了 25元的收益。随后，
群里所谓的带教“老师”又表示，
邓女士抢到了一个 3000元的助
力任务，并把她拉进一个只有 4
个人的助力群，完成后可拿到
30%—40%的收益。

“对方突然说我操作失误，
连累其他三人投进去的助力金

额拿不回来，只能再追加任务，
才能取出钱来。”在群里几个人
的轮番劝说下，邓女士投了三次
助力任务，共计 13万元。“回头
想想，当时群里的人应该都是一
伙的，合起来演戏骗我。”发现被
骗后，邓女士选择了报警。

邓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多
位有过找副业被骗经历的受访
者表示，如今的线上副业五花八
门的，但很多都是骗人的，且套
路基本差不多，“要么让你先交
钱入会，要么让你刷单。”抄书变
现要先交 999元买软件，而实际
上发布在自媒体平台上的抄书视
频，几乎赚不到收益，还有侵权的
风险；居家客服本质上和刷单骗
局一样，诱导下载仿冒官方的
APP，诱导求职者充值更多资金，
完成所谓的“任务”就能提现。

套路重重：想找
副业先听课

“无门槛 0元学”视频剪辑、
免费帮助开通“橱窗”、无偿干货
分享短剧写作……看到这样的
宣传，寻求副业的你是否也动心
了呢？

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
短视频平台等网络平台不少人
分享自己通过哪些零门槛、好上
手的副业获得了不错的收入，并
加上亲身经历增加可信度，实则

是为了通过私信、拉群等方式宣
传副业培训课程。

在广西工作的 90后小杨就
遭遇了这样的套路。想要找一份
副业的小杨在社交平台刷到了
一个有声书配音兼职的广告。加
了好友后，对方先是让小杨听一
节免费的直播讲座。“讲了一些
配音的小知识点，然后就开始卖
课，并展示一些优秀学员的收益
案例。”小杨发来的直播截图显

示，配音班课程原价学费 8750
元，交 100元定金即可享受优惠
和福利，学费 5960元，永久直推
兼 职 就 业 渠 道 ，并 赠 送 价 值
3980元《声乐》录播一套。

直播间里上头的热闹气氛、
只有前 5名交订金的才能获得
优惠的宣传，头脑一热的小杨交
了报名费，并在工作人员的“指
导”下开通了分期付款。

听了两节直播课后，小杨
发现讲的都是很基础的元音辅
音知识，所谓的边学边接单也
没有兑现。想要退课的小杨却
遭遇了“踢皮球”：“之前联系的
老师让我去联系另一个负责退
款的工作人员，但是对方一直
联系不上。”

据爱企查显示，小杨报名的
培训机构经营异常，并有一条风
险提示。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

发现，涉及该机构的投诉有41条，
包括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引导分
期贷款、霸王条款等投诉内容，最
新的一条投诉日期为3月7日。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到不
少有声书配音、短视频剪辑等兼
职广告，发现套路与小杨遇到的
基本一致：在听免费课过程中

“讲师”开始推销课程并诱导开
通消费贷。

破除陷阱：多方
共治强化监管

近来，在做副业过程中遭遇
诈骗的案例屡见不鲜。四川蜀安
律师事务所律师石国力告诉记
者，在他接触的案例中，直播带
货、店铺代运营、宅商等副业项
目逐渐增多，其实合同中存在很
多陷阱，“所谓直播带货项目，其
实运营公司赚取的就是求职者
投入的这些资金，带货本身无法
实现收益。”

老家在四川南充的外卖骑
手杜杨虎曾经把在短视频平
台做博主当副业。“现在看的
人少了，几乎没有什么收益。”
他表示，经常能刷到教学直播
带货、视频剪辑的视频，“不会
再相信那些所谓的交钱学课
程广告”。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副
院长张冬梅看来，破除“副业培
训”陷阱是一个综合系统工程。
一方面，须强化平台审查责任。
如果网络平台对其发布的内容
信息审查不严损害求职者的利
益，平台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另
一方面，公安、市场监管、网信部
门要形成合力，保护相关主体权
益。同时，劳动者个人也要提高
自我防范能力，警惕免费或低价
课程的诱惑。 据《工人日报》

务工者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还背上了消费贷

线上做副业，如何避免“网赚”变“网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