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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从事人才测评咨询工作，累
计面试人数达几千人，经手简历数
不胜数的王陈实告诉记者，面试是
从组织的用人需求出发，对于求职
者的素质进行全面、综合、深入的考
量，其中包括知识、能力、人格、动
机，也包括人的外貌、气质，而绝非
是一张简历照片可以决定的。

看到求职者提供的照片，HR
并不会以美丑为评价标准，但会注
意到求职者的气质、神态，也会判断
求职者的形象是否符合公司、岗位
的要求。“比如公司需要一名客户服
务人才，如果一名求职者从面相上
表现出了亲和力，那么可能就更符
合这个岗位的需求。”王陈实说。

求职者提供的照片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他们对自身形象的认知。
当出现照片和真人差异较大的情
况，王陈实建议招聘人员关注这种
差异出现的原因：“求职者理想中的

‘我’和真实的我为何会出现这种差
异？可能是自我认知的原因，也可
能是职业化素养不够，或者是其他
的不相关因素。”

王陈实建议求职者在提供简历
照片时，应该首先认识到简历是给
应聘公司传递信息的，所以在提供
照片时应尽量降低求职者与应聘公
司之间的交流成本。

“有时面试一家时髦的、讲求个
性的公司，也许你轻松的简历照片
会让招聘人员眼前一亮。”王陈实表
示。 （工人日报）

为何虚假房源屡禁不止？记
者调查发现，招徕客户、独霸房源、
信息未及时更新等是造成乱象的
根本原因。
——以有限房源招徕“无限”客户

据了解，目前发布不实房源信
息的更多地集中在一些中小中介
公司，它们缺少丰富的房源，只能
通过这种不规范的操作吸引更多
消费者。

一位从事房产中介行业多年的
人士告诉记者，房产中介行业竞争激
烈，几乎每个小区门口都有中介门
店，有的热门小区门口甚至有三四
家。如何吸引租房者、购房者来门
店，就成了房产中介做成生意的“第
一步”。

“在‘安居客’等网络平台上，
挂出价格超低的房子，先把顾客拉
到店里，然后说房子已经租出或者
卖出了，再推荐其他的房子。”上海
规模最大的集中式长租公寓运营
商V领地首席执行官周君强表示，
这种“先把人拉到店里”的套路，已
经存在多年。

“很多年轻人选房，都愿意在
网上搜，谁能在网上‘抓人眼球’，
谁就能做成生意。房源照片是假
的，价格也是假的，只为了把人拉
进中介的营销套路里。”
——行业竞争激烈，真实房源易遭

争抢
易居中国董事局主席周忻认

为，不少房产中介不愿上架真实房
源是为了垄断房源，怕手上的房源
被其他中介争抢，从而导致被“飞
单”。“房产中介行业是一个充分竞
争的行业，争抢房源也是中介机构
的重要工作内容，甚至不少热门小
区的房源是靠业务员蹲守出来
的。一旦一家机构发布了真房源，
就会被其他中介盯上，通过价格
战、服务战甚至不正当手段把房源
抢过来，力争在自家平台成交。”

记者调查发现，不少房产中介
倾向于劝说房东签订“VIP协议”，
成为该房源的独家代理机构，房源
只上内网，外网则展示假房源，吸
引客户再予以推荐。
——房源信息未及时更新

业内人士认为，管理经营不规
范也是虚假房源出现的重要原因。

“无论是已经卖出租出的，还
是接近成交的房源，按道理来说都
应该从网上和中介的门店中撤掉，
但实际操作中很少有中介门店能
这样规范。”不少受访房产中介均
表示，未及时更新的房源滞留在平
台上就成了“假房源”。

业内人士建议，监管部门应从
制度上杜绝行业恶性竞争，才能根
治虚假房源。 （据新华社）

虚房虚价“引君入坑”

不实房源为何屡禁不止？
近期，住建部等6部门接连通报两批各地在整治中介机构乱象

中查处的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其中，不实房源问题尤为突出。
为何房产中介利用不实房源等方式牟取利益现象屡禁不止？

近一两年来，各地一直将不实
房源作为住房租赁市场整治的重
点，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针对网络上的不实房源信息等
问题，从2018年9月开始，北京市持
续开展网络房源信息“周周查”行
动。一年多来，北京市住建委先后
约谈相关互联网平台20余次，下架
违法违规房源信息102万余条。如
针对违法违规发布房源信息的机
构，北京市下架房源信息并暂停其
发布权限1至3个月。违规发布房
源信息3次以上的，则不得再通过互
联网交易平台发布房源信息。

去年9月以来，上海市也重点

打击发布虚假信息行为，包括捏
造、散布不实信息，误导购房人等
行为。对于查实的违法违规机
构，采取暂停金融服务、暂停商业
银行与其业务合作、暂停合同网
签资质、纳入工商重点监管名单
等措施。

记者在广州市多家中介公司试
图要求挂牌房源时，也被要求提供
业主的身份证复印件、房产证复印
件和委托书，且三者缺一不可。广
州市中介协会人士告诉记者，目前
住建部门要求规范房源发布机制。
签署业主委托书、核验产权证及身
份证信息，是为了保障房源真实性。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目前二手
房中介利用虚假房源等方式牟取利
益现象仍然屡禁不止。近期，住建
部等6部门连续通报违法违规典型
案例；北京10家违规发布房源信息
的房地产经纪机构被查处……

广东消委会公布的“2019年房
地产中介服务专项调查”显示，价格
显著低于市场、图片模糊或夸张、中
介推搪房子不能看在虚假房源中均
占比三成左右。

记者登录房天下、58同城等网
站和App发现，在二手房租售板
块，仍有不少房源以虚假信息或不
实价格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记者

分别在上述网站选取了两套刚刚更
新过的房源致电要求看房。一家中
介表示“该房源刚刚卖掉”，建议看
看“不在一个楼层的同一户型”；另
一家中介表示“户主临时提高了售
价”。

已售或已租房源故意不下架更
是中介行业的常规套路。“已经成交
的好房源，先不急着从网上撤下来，
多挂几天，自然会有顾客来问，到时
再引导他们租售我们手上的房源。”
北京一家资深中介从业人士透露，
如果一套房源已经有买家表示了意
向，中介往往仍然选择继续留几天，
用以招揽生意。

各地重拳整治不实房源

中介房源虚假信息较多 虚房虚价“引君入坑”

中介玩“套路”根源何在

求职者花费百余元拍出证件照
招聘者拿着照片却认不出本人

“最美证件照”会给求职加分吗？

对于准毕业生许环来说，这不是
问题。为了备战来年的春招，他早已
准备好了一身价值不菲的行头，简历
上的证件照自然也不能逊色。

许环告诉记者，身边很多人
选择这种新兴的网红照相馆拍摄
证件照，花费大多在200元左右，

大多数拍回来的照片都十分“好
看”。在许环看来，这些经过精心
修饰的证件照是“会给自己加分”
的。不过，有招聘者表示，求职者
的素质需要综合考量。有时，失
真的“最美证件照”效果会适得其
反。

北京一所高校的大学生张选
（化名）告诉记者，给证件照P图是
一件很正常的事。“毕竟第一印象很
重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要想在
万千简历中一眼抓住HR（人事）的
眼球，好的证件照能起到重要作
用。”

95后的张选在实习过程中观
察到，用人单位负责招聘的人员会
对简历上的照片多看两眼，有时还
会谈论。他认为以求职为导向的简
历照片必须要借用一定的技术呈现
自己更好的形象。“我自己就会P照

片，因为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技术的
发展使得图像、视频的传播更加普
及，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来到了一个
看脸的时代。”张选说。

在北京某高校从事摄影工作20
余年的苗女士告诉记者，学生前来
拍摄证件照的高峰期从5月就已经
开始，一般集中在6月至8月的求职
季。求职者对证件照精修的要求，
确实有逐年提高的趋势。

据苗女士观察，求职者对证件
照提出的普遍精修要求是，放大眼
睛、改善肤质和修尖下巴三方面。

目前就职于一家国企的王陈实
从事人力资源岗位已逾10年。在
他的职业生涯中，也曾经遇到过求
职者过度P图、人照不一的情况。

王陈实告诉记者，曾经遇到过
对着简历照片却在求职者中找不到
真人的情况。“照片很漂亮，真人不
太相符。初次见面时没有认出来，
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据报道，今年6月一名考生用
美颜后的“证件照”上传到国家统一
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的照片审核环

节，始终无法过审，最终经过反复修
改提交了24次才过审。这名考生
事后总结：“美颜软件拍出来的照片
会失真。”过度美颜的证件照会模糊
人的一些特征，因此无法通过考试
审核。

“以前的求职者对于精修没有
那么多的要求，现在有的人会直接
说，P美一点就好了，至于像不像并
不在意。”苗女士在电话采访中坦
言，一部分求职者确实会提出“美”
大于“真”的精修需求。

花费180元拍一张证件照，你愿意吗？

看脸的时代？给证件照P图是一件很正常的事

部分求职者：精修照片“美”大于“真”

招聘者：证件照应降低交流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