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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警惕“黑中介”
“黑中介”是指某些非法机构以介绍工作为名，向求

职者变相收取各种名目费用。打工者小胥去某中介公

司找工作，缴纳了 200 元押金后，接到的工作任务是在

电线杆上刷公司宣传广告。但这份工作他仅干了 1 个

小时就被联防队员勒令停工了，理由是违背市容管理条

例。身无分文的小胥只好找中介求助，却被告知押金不

能退。随后找到了工商所的工作人员，才了解到这家公

司是一家曾被取缔的黑中介。

防范提示：求职者要核实中介机构营业执照的经营

范围是否包括职业介绍业务，是否具备《人力资源服务

许可证》。

二、警惕“假猎头”
“假猎头”是指某些诈骗人员自称“人才猎头”

或者“高级猎头顾问”等，承诺向求职者提供高薪、

高端职位，但须先缴纳服务费用。陈某接到一位自

称是“高级猎头顾问”的电话，对方准确说出其详细

个人信息，并声称可以提供高薪职位。陈某信以为

真，便按“猎头”要求将简历投递给了对方，不久就

得到面试通知，但要先通过网银汇款 2000 元服务

费，对方承诺入职 3 个月后返回。陈某汇款后前往

面试地点，找到的却是一家外贸公司，对方表示并

未委托猎头招聘，当他再次拨打“猎头”电话时，对

方已关机。

防范提示：求职者要全面了解用人单位、招聘职位

等情况，特别是报酬较高、福利优厚的岗位，尽量通过用

人单位官网查询或者向相关机构核实工作内容和性质，

核对薪资水平是否合理，以防被骗。

三、警惕“假老乡”
“假老乡”是指某些诈骗人员以“老乡”的名义，主动

搭讪求职者，热心向其介绍工作，专门坑害求职者并骗

取钱财。火车站、汽车站周边，时常出没一些骑摩托车

或开面包车的人，他们看到拖着行李的农民工，就会主

动上前套近乎。农民工小高刚下火车，一位自称“老乡”

的人就问他是不是找工作，并许诺可以帮忙介绍到附近

工厂、酒店上班。因为乡音亲切，小高就轻信了“老乡”

的话。“老乡”开车带他转来转去，到一个门口放着招工

牌子的工厂，就赶他下车并索要200元车费。后来厂里

说“老乡”根本就是骗子。

防范提示：求职者到陌生城市，尽量选择公共交通

工具，切勿轻信“老乡”说辞，并到正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求职。

四、警惕“假兼职”
“假兼职”是指某些诈骗人员打着高薪兼职、点击鼠

标就赚钱、刷单返现等幌子进行金融诈骗。诈骗人员发

布“兼职刷单，立马返现；足不出户，月薪过万”的信息，

炮制出“兼职刷单”陷阱。一名受害人称其在收到“兼职

刷单”短信后，按照短信提供的指引刷单返现，结果被骗

走1.8万余元。警方调查发现，每天都有人因刷单返现

被骗，被骗人数高达数万。

防范提示：求职者不要轻信既轻松又赚钱的“好差

事”，应树立正确的求职观、就业观。同时，要注意保护

个人信息，不要轻易泄露银行卡、网银和支付宝密码等

信息，不要随意打开陌生网址链接。

五、警惕“乱收费”
“乱收费”是指用人单位或者中介机构以工作为名收

取报名费、服装费、体检费、培训费、押金、岗位稳定金、资

料审核费等费用。一些中介公司与一些骗子公司或“皮

包公司”合作，先由中介公司以推荐工作为名收取报名

费、服务费等，后由“骗子公司”或“皮包公司”假装招聘员

工，收取体检费、服装费、押金等费用，再编织种种理由拒

绝求职者上岗或中途辞退。还有一些中介公司在醒目地

点张贴高薪酬、优福利等诱人招聘启事吸引求职人员上

门，在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培训费后便称职位已满，并承

诺尽快联系合适的单位，然后找各种借口敷衍。

防范提示：求职者谨记，应聘工作本身并不需要任

何费用，对于将先交报名费、培训费等作为条件的招聘

面试都要谨慎对待。入职体检通常都是要求求职者自

行到二甲以上医院进行，正规单位不会代收体检费用。

六、警惕“扣证件”
“扣证件”是指用人单位或中介机构借保管或经办

社会保险、申办工资卡等业务名义，扣押求职者身份证、

毕业证、学位证等个人证件原件。李某到某公司工作，

公司负责人要求代管身份证，李某把身份证给老板后就

去上班了。可一到上班地点却发现，所谓的“大企业”，

只是一间普通小作坊。实际工作与当初承诺的工种、工

作强度、工作环境等都有很大出入。李某要求辞职并归

还身份证，可老板不仅不归还身份证，还直接开口向他

讨要违约金。

防范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权利扣留他人证

件原件，求职者不要将证件原件交付他人，如有需要，仅

向有关人员出示即可。需要提供证件复印或者影印件

的，要在合适位置注明具体用途。

七、警惕“培训贷”
“培训贷”是指某些培训机构将高薪就业作为诱

饵，向求职人员承诺培训后包就业，但须向指定借贷机

构贷款支付培训费用。王某即将大学毕业，急于找工作

的情形下听信某培训学校“培训后高薪就业”的承诺，在

培训前按要求向某借贷机构办理了贷款。然而，培训结

束后，该学校并未兑现承诺，还让王某欠下了一大笔债

务。王某意识到受骗，但因难以证明对方欺诈，最终无

力维护自身权益。

防范提示：求职者要增强辨别和防范意识，参加培

训前一要看培训机构是否具备培训资质，二要看经营范

围是否包含培训内容，三要看承诺薪资是否与社会同等

岗位条件薪资水平大体一致。同时，要注意保留足够的

材料，一旦发现被骗，请立即向有关部门报案。

八、警惕非法传销
非法传销是指组织者或经营者通过发展人员，要求

其缴纳费用或者以购买商品等方式，取得加入或发展他

人的资格，牟取非法利益的行为。非法传销一般以亲友

极力推荐的途径传播，基本都以轻松赚大钱、无需面试直

接上岗为噱头，面试或工作地点都比较偏僻且转换频繁，

公司业务不能清晰说明。张某即将毕业，听同学陈某介

绍说有高薪工作。虽然工作地点偏僻，张某还是被高薪

打动。当他到达工作地点后，却被传销组织控制住。一

开始，所有人都与张某专门攀谈友谊，却不提工作内容，

后来就向张某介绍“网络营销”。张某意识到被骗后想要

离开，可房门已被锁死。张某想逃走的意图被发现，换来

一顿拳打脚踢。张某家长报警后，民警将其救出。

防范提示：求职者要了解国家有关禁止传销的法规规

定，掌握识别传销的基本知识；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坚信

“天上不会掉馅饼”，树立勤劳致富、拒绝传销的防范意识。

综合上述案例，人社部提醒广大求职者：

一是劳动者求职时，可到当地公共就业和人才服

务机构求职，如人力资源市场、职介中心、人才中心；也

可到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推荐认定的诚信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求职。

二是找到意向工作信息后，要和有一定社会阅历的亲友

沟通情况，冷静听取他们的意见或相关领域工作经验。建议

最好咨询并参考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三个人以上的意见建议。

三是接到招聘邀约后，及时上网核实相关信息，特

别是要到市场监管部门的官方网站查询该用人单位注

册或者备案情况，若查不到相关信息就说明该单位可能

不存在。

四是一旦发现黑中介，可向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行政部门举报；如遭遇求职应聘陷阱或人身安全受到威

胁，请立即向公安部门报警。

求职应聘避开这些！

人社部发布八大陷阱防范提示
人社部昨日发布警惕求职应聘八大陷阱提示，

包括警惕黑中介、假猎头、假兼职、乱收费等。

□据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