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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去应聘的，却被骗花钱培训了”
招转培、先交“体检费”、挂羊头卖狗肉……专家提醒求职者，一定小心这些求职陷阱，

要从正规渠道获取信息，维护好自身利益

“本来是去应聘的，却被骗花钱培
训了。培训结束后根本没有给我们安
排工作岗位。”近日，去年本科毕业的大
学生林欣（化名）向记者讲述了自己的
遭遇。

明明是求职上班，最后却变成了花
钱培训。“招转培”陷阱，让求职者竹篮
打水一场空。记者调查发现，类似的情
况时有发生。有的工作打着“新项目”

“高收入”旗号，有的招聘岗位“挂羊头
卖狗肉”，背后实则都有坑蒙的陷阱嫌
疑。

当下，春招市场升温，求职应聘成
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各地各部门聚焦
就业领域重点和难点，打出稳就业政策

“组合拳”。专家提醒求职者，一定要从
正规渠道获取信息，在求职过程中注意
守护钱包安全，维护好自身利益。

求职过程中，林欣碰了
不少壁，直到接到来自云
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
面试邀请电话，应聘岗位是

“视频剪辑”。
面试当天，走进该公司

所在大楼，看着西装革履的
人们，公司墙上各种规章制
度，林欣很激动，感觉这是一
家非常正规、发展前景不错
的公司。

由于自己大学学的是工
程造价专业，视频剪辑仅是
爱好。在经过一个多小时的
个人能力测试后，人事部和
技术部的面试官“委婉”地告

诉林欣，她目前的技术能力
无法胜任视频剪辑岗位，不
能进入公司项目部，只有通
过实训才能够留在公司或进
入合作企业。

紧接着，面试官向林欣
介绍公司的强大实力：“项目
部资源和经验都很丰富，留
在这里可以有很好的学习机
会和发展前景。”“公司非常
重视人才培养，等学成后试
用期工资为每月 4500元，转
正 后 则 达 6000 元 至 8000
元。”……

面对这来之不易的“机
会”，再加上面试官的轮番

游说，林欣最终下决心和这
家公司签订了岗前实训合
同。合同表明并承诺为乙
方提供就业服务并保障其
就业。

“对职场新人来说，这种
保障就业的承诺无疑是巨大
的诱惑。”林欣告诉记者，当
时她留意了一下，和她同方
向的同期学员有 72人，基本
都是应届生和行业新人。

合同同时表明，实训时
长在 2.5个月至 3个月左右，
金额为 24900 元。24900 元
不是一笔小数目，刚毕业的
林欣无力承担。

“公司人事专员说可以
扫码下载第三方贷款平台贷
款支付培训费。”林欣回忆
说，她扫了二维码贷款支付
后才发现，每月需要还款
1286 元，共 24 期，合计为
30864元。

然而，实训结束后，当
林欣和其他新人满怀信心
准备上岗时，公司却完全不
提安排工作的事，去问反而
让 林 欣 他 们 自 己 去 找 工
作。林欣说，找到公司管理
层，对方避重就轻，极其敷
衍，她只能边找工作边还贷
款。

“找工作避雷，骗体检费
的，快跑！”想起去年 11月的
找工作经历，洛洛依旧记忆
很深。她在社交媒体上，写
下自己的经历提醒求职者，
不要再坠入自己遭遇的“体
检陷阱”。

洛洛介绍，去年的一天
她接到一个猎头电话，让去
公司面试。让她感到诧异
的，是面试的地点环境比较
简陋，当时自己就有了一丝
怀疑。第二天“入职”时，她

发现给到的合同内容有些简
单，且被现场提醒需要缴纳
1000多元钱，去公司指定的
医院体检。

真正让洛洛感到不靠谱
的，是公司工作人员向她介
绍，1000多元的体检费用是
前期自费，公司后期会分三
个月时间逐步全额报销。然
而，对方表示入职需先实习
一个月，且在合同中有“霸
王条款”——做不满实习期，
薪资不发。洛洛质疑合同应

该是一式两份而不是一份，
这名工作人员又补充说，体
检结果出来后，到公司再签
署一份。

“我认为让先交钱的工
作一定是骗子。”洛洛把这
段求职经历发出后，很快吸
引了不少求职者跟帖。在
跟帖中，有多位去过该公司
应聘的求职者留言认为，该
公司确实有骗取体检费的
嫌疑。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

台上，以“骗体检费”为关键
词检索，发现多地求职者在
找工作过程中，均有遇到此
类陷阱。其中一位求职者
投诉一家公司，称以虚假宣
传手段骗取未入职员工体
检费，费用是一般体检的两
倍（1218 元）。未入职员工
在交了这笔钱之后，公司并
未履行承诺给予应有的工
作，而申请退钱后，就是遥
遥无期的等待，甚至不再理
会其诉求。

分析“招转培”套路，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律
师常莎发现，这些求职者
大多存在以下共同点：投
递简历的工作岗位门槛
相对较低；本身的条件不
太符合求职岗位；对某个
行业了解不深，但想进入
该行业；初入职场或进入
职场不久；技能水平偏低
等。

“相关部门应进一步
规范网络招聘活动，指导
和督促网络招聘平台建
立完善信息发布审查制
度。各平台要加强对招
聘单位的资质认证和信
息发布人员的实名认证，
规范信息发布流程，建立
招聘企业红黑榜制度，确
保发布的信息真实、合
法、有效。”常莎建议。

业内人士建议，加强
行政许可与劳动保障监
察执法之间的沟通衔接，
健全相关部门信息交换
机制，指导和督促网络招
聘平台完善投诉处理机
制，对违反法律法规情节
严重的，要依法严肃处
理，形成监管合力。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院长熊丙奇建议，高校在
学生毕业前要加强对其
求职培训及反诈宣传，普
及求职、贷款、理财等方
面的知识，帮助学生做好
职业生涯规划。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
院教授刘俊海建议打造
多部门协同执法的监管
机制，对开展“培训贷”
的机构加大处罚和打击
力度，增强监管威慑力，
净 化 网 络 招 聘 市 场 环
境。

受访专家建议，求职
找工作，应充分考虑自身
特长和能力水平，如果遇
到“未来就业前景广阔，
但需要参加付费培训”

“只要付钱就能参加推荐
就业”等以及过高的薪资
允诺，一定要提高警惕。
在求职过程中若遇到上
述问题，应立即保存证
据，以便维权，同时向人
社部门或公安机关投诉
举报，及时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综合法治日报、北
京日报客户端）

调查中，不少求职
者向记者反映应聘过程
中遇到“招转培”陷阱，
有的公司打着“零门槛、
高薪兼职”等幌子，入职
前要求付费培训，忽悠
人的手段花样百出。在
某投诉平台上搜索，可
以发现不少求职者的相
关投诉。

来自江苏的方舒（化
名）在求职过程中也遭遇
了“招转培”陷阱，自己为
此在某平台贷款 2 万元
支付培训费。“发现不对
劲后我想与对方解约，但
对方一直推脱。”

在找工作或者兼职
的过程中，收入多少往
往是求职者考虑的一个
重要因素。与前几年的

“网络兼职”“刷单返利”
骗局有所不同，如今有
一类骗局是打着“高收
入”“新项目”的旗号来
步步引诱求职者掏钱投

资，最终造成钱财损失。
“新项目 ，正规赚

钱，月入 10 万。”点击对
方发来的资料文档，记
者发现这很有可能是一
个打着“流量卡代理”幌
子，带有传销色彩的陷
阱工作。“要投入的，这
是玩虚拟币。”在群内发
送招聘信息的人介绍
说，如果要在该“新项
目”上赚钱，现在需要最
少投入 2394 元人民币
购买虚拟币。虚拟币可
以放在交易市场内出
售，“可以卖给别人，也
可以卖给我，我也回收，
对你拉进来的人，你拿
60%，然后每天捡钱”。

记者检索相关信息
发现，此前国内就有地
方发生以高额回报为诱
饵，引诱求职者（投资
者）发展他人为下线投
资，进而骗取钱财的案
例。

记者采访发现，求职者
在找工作时，除了可能被要
求投资、交各类名目的钱外，
还会遇到一些招聘“挂羊头
卖狗肉”。上个月，小宁就遇
到了这样的咄咄怪事，并感
叹自己被骗。

1 月初，小宁在某知名
招聘软件上看到一个工作机
会，一公司正在招聘经理助
理。该公司为此职位给出的
报酬是“无责任底薪 10000

元—12000 元”。看到工作
没有什么业务业绩上的硬性
规定，小宁投递了简历并很
快被邀请面试。不过真正到
了面试阶段，才被告知经理
助理无责任底薪只有 5000
元，所谓 10000 元左右是加
上各类补助和“五险一金”的
价格。面试当天，面试官还
向小宁推荐了“更适合”的营
销岗位。在一番沟通后，小
宁选择了后者，并开始了一

周时间的培训。
在培训期间，小宁逐渐

发现工作内容和面试时宣称
的并不一致。培训几天后，真
正让小宁不安的事情发生了
——要想正式入职，需要购买
一套房或者售出一套房，否则
无法正式入职。小宁认为这
样的要求对自己压力很大，且
与当初面试该岗位时对方所
承诺的内容不符。“慢慢地，我
逐步了解到这个公司其实是

以招聘为噱头，让我们去了解
房地产项目，让我们从应聘者
变成客户。”

而对于如何实现在一周
时间内买房或者成功卖房的
疑问，小宁介绍说，她了解的
做法是求职者未必需要真的
购买房屋，而是用自己的名
义去贷款，然后会有房屋开
发商每个月打钱到账户上，
帮着还钱。“希望大家多多转
发，千万不要上当。”

【陷阱三】 以招聘为噱头 让应聘者卖房

【陷阱二】 入职前先交“体检费”申请退钱却遥遥无期

【陷阱一】 入职前花3万多培训 结果根本没安排工作

【调查】
忽悠手段花样百出
“高收入”是玩传销

【专家】
完善投诉处理机制
加大监管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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