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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暑期兼职

四川成都的林静（化名）被某兼职APP上的招聘信息
所吸引。对方称这项工作无任何门槛，货源也不用自己准
备，通过手机代发货就能赚取差价，要先交 98元报名费。
对方发来成功学员的案例——有人两天内赚到上千元甚
至上万元，并反复强调“早点把账号打造起来，就能早点增
加一份副业收入”。一套话术下来，林静当即交了报名费。

付费之后，客服为她对接了“专属老师”，在老师的指导
下，林静在手机上下载了多款APP，搭建起“个人店铺”、上架

“高回报率商品”。当第一笔订单到来之时，林静却被告知，
需要再额外支付2000元的合作保证金才能去对接厂家真实
发货，若一次性付清有困难，可以先支付500元定金。

林静心中起疑，表示自己是学生没钱，希望退还98元
报名费，对方找各种借口一拖再拖，后来更是直接不回消
息，报名费也“打了水漂”。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近年来每年暑期都有大
量的高中毕业生遇到类似骗局，骗子假扮教培等机构的
中介，骗取学生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的报名费、保证金等
费用后便杳无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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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来临，不少高
中毕业生秉持着积累社
会经验、赚点零花钱的想
法，涌入暑期劳务市场，
然而却频频遭遇求职陷
阱。那么暑期工的法律
定义是什么？他们的合
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

对于数量庞大的高中毕
业生暑期工，他们的合法权
益如何保障？

“可以考虑将高中毕业生暑
期工放在零工市场框架下，同时
纳入针对零工市场的公共就业
服务体系，搭建线上供求匹配平
台，让他们在线登记年龄、性别、
就业区域等信息，通过职业介
绍方式，引导他们在家门口能
找到适合的岗位需求。同时，
在零工市场中，参照平台用工
模式为他们建立政策性商业保
险制度；建议在工伤保险制度
中为其作出特殊安排，比如简
化办理参保手续、简化工伤申
请流程等。”王天玉说。

在吴文芳看来，各地可
以探索扩大工伤保险覆盖
面，明确将高中毕业生暑期
工纳入“单险种参保”范围，
保费可以由用人单位承担，
或建立“灵活就业人员职业
伤害保险”制度，将高中毕业
生暑期工纳入其中，以解决
系统性保障缺失的问题。

吴文芳认为，还可以在国
家层面出台相关指导意见，明
确全国统一的报酬最低标准，
比如规定暑期工报酬不得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并禁止安排
暑期工高危作业。

郭政说，应该尽快在现有
法律体系下明确高中毕业生
暑期打工的性质，可以由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门
等联合发布专门指导性意见，
明确其优先适用非全日制用
工的认定原则，鼓励并简化用
人单位为暑期工办理非全日
制用工备案等，降低其合规成
本；制定专门适用于短期非全
日制用工的简易合同范本，方
便用人单位和学生签订，明确
双方权利义务。

“还可以探索建立政府引
导的商业保险补充机制，考虑
由政府引导或推广普惠性的、
针对短期打工的商业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作为社会保险的有
效补充，以更广的覆盖面保障
高中毕业生在暑期打工中可能
面临的意外风险。”郭政说。

受访专家认为，在完善
制度的同时，现行相关制度
的执行也很重要。

在郭政看来，为了更好地
保障高中毕业生暑期工的合
法权益，劳动监察部门应加强
监管。具体来说，对暑期工较
为集中的行业(如餐饮、零售、
快递等)，应加大劳动监察和
随机抽查力度，严厉打击相关
违法行为；建立黑名单制度，
对多次违法、恶意侵犯暑期工
权益的用人单位，列入失信名
单并予以公示。

“高中毕业生的法律维
权意识需要提升。学校、相
关部门可以利用毕业前夕对
学生进行劳动就业法律常识
普及，告知他们暑期打工的
权利、义务、风险、维权途径
等。”郭政说。

有些所谓“赚快钱”“躺着就能赚钱”
的兼职，背后隐藏的可能是犯罪分子的陷
阱，一些暑期工因此成为违法“工具人”。

据公开报道，山东学生王某暑假想
找个兼职，从网上找到一个电商客服的
工作后，添加了对方留下的社交账号。
对方告诉她，只需要安装一部座机，开
通座机的呼叫转移功能，转移到他们公
司的虚拟网络电话上，会有专门的接话
员与客户沟通，她每天就能获得 200元
的收益。

按照对方的要求，王某花600元租了
一间公寓，办理好宽带业务后，就把这套
设备进行了安装设置，同时对方要求王
某删除双方的好友关系，并把她拉进了
一个社交群。结果，第二天王某就被警
方查获了。由于王某兼职时间较短，没
有违法所得，情节比较轻微，民警在收缴
设备的同时，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处
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受访专家认为，尽管我国相关
法律及相关规范对未成年工进行了
规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高中
毕业生打工时的部分权益，但由于
高中毕业生打工时主体身份的复杂
性，导致其在现实中的相关权益保
障实际不足。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吴文芳
说，现行法律法规对暑期工的权益覆
盖存在漏洞。劳动法及《未成年工特
殊保护规定》着眼于稳定就业的未成
年工，在劳动关系框架下，难以保障上
大学前短暂打工的高中毕业生的合法
权益；高中毕业生与用人单位若被认
定为劳务关系，则无法适用《工伤保险
条例》，只能通过民法典主张人身损害
赔偿，既需要证明雇主过错，赔偿标准
又低于工伤待遇。

“劳动监察部门通常不受理非劳
动关系纠纷。高中毕业生如果与用人
单位发生纠纷，一般情况下无法通过
劳动监察部门维权。”吴文芳分析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
法室副主任王天玉认为，由此导致的
结果是，如果高中毕业生暑期打工而
没有受到权益保障制度的覆盖，相当
于完全暴露在劳动伤害风险中，一旦
遭受伤害，难以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同时，新就业形态领域迟迟未
能在全国层面建立适应灵活、多元劳
动形态的权益保障制度，难以将高中
毕业生纳入保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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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一结束，广西南宁的准大学生陈洋（化名）就和
同学一起，在某招聘软件上寻找合适的暑期工。和中介
谈好入职事宜后，他们一起来到广州。可中介突然变卦，
将工资从先前谈好的每小时 22元，降至每小时 13元，还
必须先交150元的“车费+体检费”，“不给不能入职”。之
后，对方又以“先培训再上岗”为由，让“暑期工和其他临
时工去另一家工厂上班”。

就这样，陈洋和同学又被大巴拉到了位于广东东莞
的另一家工厂。到了那里后，一进宿舍楼，工作人员就以

“便于管理”为由收取身份证。
涉世未深的他顿时慌了神，只得向家人求助。在家

人轮番向中介“讨说法”后，身份证才重新回到陈洋手里。
湖南长沙的沈悦（化名）也遇到了类似的事。高考结

束后，想要“锻炼自己”的她在招聘软件上看到一则电影
院招聘短期检票员的信息，遂前往面试。面试官声称，需
先交纳380元“制服费及工作证费”。“交了钱后，给我安排
的根本不是影院检票员工作，而是洗碗的工作，每天工作
12个小时，报酬只有 100元/天，每小时工资不到 10元。”
沈悦说，家人立即和对方沟通，要求停止工作并退还 380
元，但对方并不理会。

记者采访发现，即使能够正常入职，不少暑期工也还
是遇到了被克扣甚至不发工资的情况。

此前，江西一学生暑期在快递驿站兼职分拣与代收
快递的工作，协议上写明，她每天从早上 8点工作到下午
4点，报酬为 60元/天，然而，业务高峰期老板让她延长工
作至下午 5点，可始终未付加班费。不仅如此，在她准备
离职时，老板还想赖账，提出“工作未满 20 天不付工
资”——这条规定在入职时丝毫未被提及。经过反复交
涉后，双方最终约定按实际工时结算，但老板又以没有按
时打卡为由再次扣除了她两天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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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法规定，国家对女职工和未
成年工实行特殊劳动保护；未成年工是指
年满 16周岁未满 18周岁的劳动者。未成
年人保护法规定，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
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招用已满 16周岁的
未成年人。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郭
政分析称，高中毕业生只要满 16周岁，确
实可以与用人单位构成劳动关系。如果
高中毕业生承担着与正式员工类似的工
作职责和工作时间，享有相应的劳动权益
和福利待遇，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应被认
定为劳动关系。“但在实践中，有的地方认
为这些高中毕业生的本意，并不是与该公
司建立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而是利用
假期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双方未建立
劳动关系。”郭政说。

专家说法1：
高中毕业生打暑期工
主体身份认定复杂

专家说法2：
权益保障存在漏洞

建议：
明确统一最低报酬
纳入工伤保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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