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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线下招聘相比，网络招聘的确更
加便利，但也存在诸多风险，需要格外谨
慎。”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林福明
建议，网络招聘平台不能把信息“一挂了
之”，而应进行严格把关。

根据去年3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招
聘服务管理规定》，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对用人单位提供的
招聘简章、营业执照或者有关部门批准设
立的文件、招聘信息发布经办人员的身份
证明、用人单位的委托证明进行真实性、
合法性审查。

未依法履行信息审查义务的，由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无违法所得的，处1万元以下的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
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出台针对性的法规对于规范网络招
聘有着重要意义，但我们也注意到，目前
处罚力度还十分有限，由于违法成本过
低，警示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希望下一
步能够多措并举，加强综合整治。”在林福
明看来，网络招聘平台其实不仅有义务，
而且有能力做好审查工作，“从技术上来
说，平台除了要求公司在职位信息发布前
提交营业执照，还可以结合其他方式对法
人进行认证，通过交叉互验，尽可能堵住
监管漏洞，减少盗用信息的风险，确保招
聘的真实性和求职者的安全。”

对比各大招聘网站，记者也看出，平
台在审查方面松紧不一。部分平台除了
核验营业执照上的信息外，还会要求获取
用户的位置信息，辅助判断是否存在位置
异常等作弊行为。

“作为求职者，也应该对网络招聘平
台发布的职位信息加以鉴别。比如，在商
业查询平台上确认应聘公司的经营状态、
经营范围等。涉及出国劳务的，还要确认
是否具备相关资质。否则，等求职者到了
国外以后遇到劳务纠纷，往往会很被动。”
林福明提醒，求职者要对那些“低门槛、高
收入”的职位提高警惕，切忌盲目轻信。
一旦上当受骗，及时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 （北京晚报）

春招季网络招聘乱象调查——

“门槛低收入高”绝不能信

“经验不限、学历不
限，转行美容薪资高”“不
会外语也可以出国打工，
月薪2万元以上”……进
入春招季，招聘网站日渐
活跃起来，一些宣称“低门
槛、高收入”的职位让不少
求职者动心。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
部分平台在认证审核环节
存在漏洞，招聘乱象依旧
频发，求职者稍有不慎便
可能落入圈套，遭受经济
损失，甚至威胁人身安全。

在招聘网站上简单填写个人信息后，小
余开始了自己的求职之旅。“我学历不高，之
前也没干过什么，只想着能找个差不多的工
作就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推荐列表中给
出的职位一个比一个诱人，“好多都不限制经
验和学历，月薪能上万元，有的还包吃包住。”

真有此等好事？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完成
注册后，很快找到一家美容美发公司发布的
招聘职位，月薪8000元到12000元。公司表
示他们专门做美业培训，主要有化妆、美甲、
美容、美发等，可以零基础学习，没有门槛要
求，并建议加微信细聊。

“我们有学徒和学员两种岗位，区别挺大
的。”自称资深规划师的柒柒告诉记者，学徒
是到门店上班，月薪1500元到2000元，主要
负责店内宣传和接待，学习期8至10个月，师
傅只能抽空教些基础内容，而学员是在校区
学习，专业老师手把手教，美容就业班学制2
个月，收费2700元，学完可以推荐就业。这
样一来，看似颇具吸引力的高薪职位，便成了
需要求职者自掏腰包的培训。

事实上，求职先交钱的现象并不鲜见。
打开中国裁判文书网，记者以“虚假招聘”为
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检索出898篇文书。

其中，有人在网上获取求职者信息后主
动联系对方，谎称是知名企业人事直招，并虚
构“高薪”“体面”的工作岗位，承诺报销车旅
费，诱导求职者应聘。在面试过程中，所谓的

“招聘者”又打着资料费、办证费、服装费等收
费项目的旗号，向求职者索要钱财。除此之
外，还有人在网上发布招聘模特的虚假信息，
谎称能为模特提供广告公司业务，并支付高额
报酬，但前提是先交1880元到19800元不等
的化妆费、包装费、拍摄费。最终，“招聘者”因
犯诈骗罪被判刑。

在黑猫投诉平台，记者搜索“虚假招聘”，
显示结果也超过700条，不少求职者甚至不
知不觉陷入套路贷。“在网上找到招聘烘焙学
徒的工作，上面写的新手不收取任何培训费
用，结果面试时，我被一步步洗脑办理了总额
上万元的贷款。”投诉者称，培训机构宣称学
完分配工作，用工资还贷款，但实际学习时间
短，根本学不到什么，找的工作也与学习内容
不符，现在还款压力大。

部分招聘网站提供“出国劳务”，在待遇方面更加
“优厚”。

“劳务派遣高峰期，挪威、新西兰、澳大利亚高薪急
招人才，月薪2.8万元到3.5万元。”在一则出国劳务招聘
信息中，发布者列出建筑工、农场工、餐厅工、水电工等
多个工种，同时打出“诚招全国代理”的广告。

添加相关人员微信后，对方直言“您那边有客户资
源的话，可以做代理商，帮我们在当地发展客户。”随后，
发来一份代理商政策，“代理商佣金为实收金额的20%，
高于定价部分归代理商。”至于出国务工人员需要缴纳
的费用，对方表示因国家而异，“比如澳大利亚，交两万
八，等客户到岗满一周后，会退给代理商，至于是否退给
客户、退多少，都由您来定。您的提成就是两万八的
20%，当然这只是底价，您也可以往上加钱。”

当问到公司是否具备资质时，对方称“根据公司规
定，不能以图片形式发微信展示资质，涉及我们的商业
机密，需要跟您视频聊。”取得联系后，对方不再掩饰，

“开诚布公地告诉您，我们公司本身是没有这个资质的，
我们是第三方授权，收到客户资料以后，交给他们来帮
我们做。”看记者有些犹豫，对方补充道，“其实重点是一
起合作赚到钱。”

记者了解到，《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明确要求，
从事对外劳务合作，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的规定，经省级或者市级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批
准，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对外劳务合作企业不
得允许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以本企业的名义组织劳务人
员赴国外工作。未依法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从
事对外劳务合作的，由商务主管部门提请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依照《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的规定查处取缔；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在招聘网站上，资质存疑却业务不断的情况还有很
多。以一家频繁发布出国劳务岗位的四川人力资源服
务公司为例，记者在天眼查上搜索，发现该公司经营范
围为职业中介服务（不含境外就业服务）。而在商务部
官方网站提供的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单上，记者发现并
无这家公司。

资质存疑的企业，如何在平台发布职位？记者以招
聘方的身份进行实测。按照要求，招聘企业需要认证营
业执照。记者从网上随机下载一张成都某公司的营业
执照，上传至平台，并填写公司基本信息。申请提交后
不到半小时，平台显示“审核通过”。当记者正在为需要

“个人认证”犯愁时，平台工作人员打来电话“支招”，“如
果没有法人的身份证，就认证一下其他人的身份证，只
要实名就行。”

乱象 招聘变培训
求职先交钱

暗访 公司无资质
审核不严格

提醒 平台应把关
个人须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