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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万元就能
“内推”“保 offer”？
小心求职平台的“坑”！

网约车开空调
竟被要求加钱

近日， 有网民反映夏天乘坐网约车
请求开空调被拒，竟需要额外付费才行，
引发网民广泛关注。 有关“网约车额外收
费是否合理”“平台经济参与者不当行为
如何监管”等问题成为舆论焦点。

空调加钱

7 月 28 日，在湖南读书的小曹就遭遇了“滴滴出
行”司机加收两块钱空调费的事情，气愤的他在投诉
无果的情况下，在“滴滴出行”官方微博下留言反映。
留言后，滴滴主动联系小曹，核实情况后，补偿给小曹
一张 10 元的优惠券。

广西的张女士也遇到了类似情况。 据张女士介
绍， 当时气温 35 摄氏度， 司机称开空调要另外发红
包，结果打车花费 16 元，红包给了 4 元。除了“滴滴出
行”个别司机外，山东的陈先生在使用另一款出行软
件“嘀嗒出行”时，也遭遇了该平台司机要求加钱才开
空调的情况。

记者调查发现， 除了存在开空调额外收费外，下
雨、 深夜等特殊场景下也存在网约车司机乱收费现
象。而司机普遍反映的理由是经营压力大，赚不到钱。

监管乏力

有业内人士认为， 这多属于司机个人的不当行
为，即便自身利益未得到保障，也不能将相关成本私
自以不合理方式转移给消费者。 网约车司机不仅是平
台经济的参与者，更是产品服务的直接供给者，其不
当行为不仅会影响消费者参与平台经济的意愿，更会
阻碍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如何规范其行为对于平台
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滴滴出行”等网约车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配合
乘客开关空调、 窗户等服务是司机必须遵循的基本标
准，司机额外收取附加费是违反平台规定的，乘客有权
投诉，平台也会对违反规定的司机进行教育管控，并降
低司机的服务评分，从而间接影响到司机的收入。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目前网约车平台拥有相对透
明的计价规则和完备的服务标准，但平台的监管能力
还十分有限。 对于司机在软件中添加自定义费用导致
的纠纷，平台核实后能扣除不当所得返还乘客。 但对
于通过微信红包等方式支付的额外附加费用，需要乘
客提供更多的证据以及进行更烦琐的操作。

平台责任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北京市
汇佳律师事务所主任邱宝昌认为，消费者维权需要充
足的证据，要占用一定的时间和精力，维权成本相对
较大，往往面临“费力不讨好”的情况，仅靠消费者投
诉、平台监管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对于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邱宝昌等专家和
业内人士建议：首先，平台要提升从业人员的准入门
槛并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在强化从业人员职业技能
培训的同时加强从业人员道德素质的培养； 其次，平
台要建立健全标准明确、流程清晰的消费者投诉和举
报机制，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同时完善从业人员的
利益保障机制， 避免额外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最
后，市场监管部门要与平台之间形成投诉举报的信息
共享机制， 并完善平台经济不同领域的信用体系建
设， 通过信用体系规范平台经济经营者和参与者的
行为。 （据新华社）

平台经济该如何规范健康发展？

针对企业员工授课、与求职平台
内部合作等相关问题，记者向多家大
型企业求证。屡屡出现在求职平台名
单中的腾讯公司表示，没有与任何第
三方求职机构开展任何形式的合作，
不存在与线上求职平台有付费内推
的合作关系。另一家高频出现在名单
中的企业字节跳动称，公司不允许员
工私下代表公司对外进行任何指导。

一些企业负责人表示，就规范的
大企业而言，但凡有第三方号称“保
录取”基本都是假的。

北京市天平（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欧卫安表示，求职平台在未取得
企业同意的情况下以“企业在职员工
指导”“内推”为幌子招揽生意，属于
欺骗或者误导消费者， 涉嫌虚假宣
传，而“保录取”则涉嫌合同欺诈，相
关监管部门可以依法对其进行处罚。

一些企业招聘负责人建议，求职
者最好直接通过招聘企业的官网或
现场招聘等渠道求职， 避免上当受
骗。 同时，企业应在招聘过程中做到
信息公开透明，避免第三方机构利用
信息不对称去欺骗求职者。

（据新华社）

多家企业否认与求职平台有合作 平台涉嫌虚假宣传

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平
台力推的名企实习、 内部员
工辅导、“保 offer”套路满满。

———名企实习其实没有
经过企业认可。

Synet 求职平台称，其推出
的 STE（名企实践项目）此前
已与联合利华、普华永道等企
业开展合作，为求职者安排实
习。 该项目收费 5500 元，包括
4 周项目实习。但记者发现，求
职中介宣称的实习只是“线上
实习”，“导师”通过邮件、语音
或者文字的形式进行沟通。

当记者追问可否开具相
关企业的实习证明时，工作人
员坦言：“项目合作的企业管
得比较严， 无法开具实习证
明，如果一定要，可以盖求职
平台的章。 ”

暨南大学的杨同学付费
参加了刺猬求职平台的“15

天线上运营实践项目”， 项目
内容包括给网易云音乐做一
场活动策划等。 任务完成后，
平台并没有提供网易的实习
证明，只是由平台“巧妙地”将
这个经历写进了简历。

———号称企业内部员工
授课，但身份难辨。

职业蛙平台表示，其收费
上万元的项目中，会安排学员
意向投递的企业高管进行全
程辅导， 一课时收费 2000 元
至 3000 元。 爱思益工作人员
向记者提供了一份“超过 900
位全行业精英在职导师名
单”：JaneTu，就职于阿里巴巴
集团天猫运营；DU，就职于腾
讯产品经理；Daisy，就职于今
日头条用户增长部……这份
名单涵盖互联网、金融、地产
等各行业，但均为化名。

“一些企业不允许员工在

外兼职， 为了保护我们的导
师，只能展示化名。”爱思益工
作人员解释。

———宣称“保 offer”，其实
是“障眼法”。

一些求职平台声称能帮
学员拿到心仪的 offer，如果没
有拿到合同里列出企业的
offer 可以退 60%的费用。

中山大学一名曾报过爱
思益 49800 元“V 计划”的求
职者告诉记者， 签合同时，平
台会列出不同梯度的四五十
家企业名单，其中有一些是符
合学员求职意向的知名大企
业， 但大部分是招聘门槛低、
招聘人数众多的小企业，比如
小型网络公司、P2P 金融机构
等常年招聘销售员的企业。
“只要拿到名单中任何一家企
业的录取名额，他们就会声称
‘保 offer’成功。 ”

名企实习、内部员工辅导、“保 offer”都有“坑”

“××企业 2020 秋招正式
启动！ 我已入群领取专属内推
码，提前一年拿全职 offer！ ”看
到朋友圈里出现这样的信息，
广州的应届毕业生小王兴奋不
已。扫码入群后发现，想要获得
内推资格， 需要转发上述文案
到朋友圈。

小王按照要求在朋友圈
发文后被告知，简历可优先被
企业人力资源部门查看，但仍
有筛选淘汰的概率。要想直通
面试环节， 需要参加 6000 元
到 5 万元不等的线上求职培
训班才有机会被“内推”。

记者注意到，类似这种打着
“内推”旗号的文案，在朋友圈、

应届生求职微信群、QQ 群里
病毒式扩散， 一些求职中介甚
至称，“内推比走后门还简单”。

记者调查发现， 所谓的
“内推” 都附加着一纸高额培
训费用单。 求职平台职业蛙
称，“4 万至 6 万元的付费保
offer 项目有内推名额，可直通
笔试或面试环节。”offer 先生、
爱思益求职等平台均在其高
达四五万元的付费项目介绍
中承诺：“有企业内推，并保证
顺利拿到 offer。 ”

职业蛙称， 平台跟数百家
大企业合作，享有大企业“绿色
内推”的优势，如果企业需要实
习生或有用人机会， 平台可优

先推荐付费学员。“我们有内部
资源， 很多企业给了我们一二
十张面试直通卡， 免费学员拿
不到的。 ”平台工作人员说。

一些求职平台称学员可
享受在职员工辅导，最大限度
掌握“内情”。爱思益求职平台
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了一个
费用高达 49800 元的“V 计
划”项目，称这个项目是企业
内部员工对求职者一对一的
培训课程，“在职员工担任导
师带你梳理行业知识，熟悉网
申、笔试、面试流程，可以帮你
顺利拿到 offer。”职业蛙称，平
台导师有的是“校招面试官”，
可提前知道考点。

内推比走后门还简单？ 求职中介撒网式推销

“史上最难就业季”“录取比例创
新低”“裁员潮碰到招聘潮” ……随着
秋招即将到来， 一些线上求职中介平
台一方面制造求职恐慌， 一方面声称
有招聘“内部资源”“绿色通道”，推出
高价“内推”“保 offer”等项目，收费从
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是否真如求职平台所说， 交了钱
就可以保证录取？“新华视点”记者进
行了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