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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求职中介“付费内推”陷阱
“帮你解决工作、落户问题，企业不同、福利待遇不同，职位

应有尽有，‘内推’简历100%跟进有回复。”
眼下正值招聘旺季，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不少求职者发帖求

职、交流信息、分享经验。但在这些帖子下方的评论区，却经常
有大量刷屏的留言，“私我走央企内部渠道”“落户名额看这里”，
留言者通常是一些打着“央企国企工作安置”“落户职业顾问”旗
号的个人或公司，向求职者暗示能够以非正常渠道解决工作落
户问题。

这些所谓“付费内推”是如何操作的？其中隐藏哪些猫腻？
“一对一求职辅导”有哪些陷阱？

“付费内推”套路多

记者以应届毕业生身份联系了几家求职中
介公司。在他们提供的方案中，“中介”只是“外
包装”，内里是明码标价的“就业、落户名额”——
费用通常要几十万元，有的甚至高达上百万元。

大部分公司拒绝在线上沟通中透露就业岗
位、合同内容等信息，通常要求求职者提供个人
简历并线下约谈。

3月中旬，经与一名自称“北京某人力资源管
理有限公司”的销售人员联系，记者来到该公司
位于北京市某写字楼内的办公地点。办公区不
到20平方米，有五六名员工。

在会议室面谈时，销售人员递来的宣传册上
公司名称却变成了“北京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我们有多个公司都在做‘就业咨询’，做教培服
务的是教育公司，做人力资源服务的是人力公
司。”该公司负责人李某解释。

经了解，上述两家公司的经营范围除教育咨
询外，还涉及劳务派遣、电子产品销售、保洁绿
化、文艺创作、五金产品销售等领域。

谈及如何解决在京就业落户问题时，对方给
出了两种操作方案：一种是解决就业加落户，根
据求职者背景安排进有落户指标的国企，一年半
落户；另一种仅解决落户，不用实际参加工作，企
业基本不可自选，“你每个月给这家公司转一笔
钱，他们扣完社保再以工资的形式返还给你，不
需要工作，下落户指标会比较快”。

对方给出的服务报价在 90 万-120 万元不
等，分阶段打款。首付50%定金作为“打点费”，后
期在不同阶段按比例付费，最终以进入单位成功
落户为准付尾款。如果最后“没办成”，会全额退
款，但求职方因个人原因中途放弃，则不予退款。

李某自称与多家央企二三级子公司的董事
长“十分相熟”，能“直批内推，把网申和笔试都免
了”，且“面试保过”。至于民营企业，则可以走人
才引进渠道，在问及人才引进是否需要特殊才能
和突出贡献时，李某自信地表示：“我们把你一包
装，你就是这个企业的突出贡献者。”

李某还称能帮助求职者进入事业单位，并提
供了从人社部官网复制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招
聘公告。看到记者对某单位“感兴趣”，李某大手
一挥，表示“可以安排”，但称在网申报名和笔试
环节得“靠自己努力”，“顶多能在笔试环节要来
30%的考试题库，不过面试可以保证通过，体检若
有问题也可以想办法解决”。

事后经核实，这家单位的高校毕业生招聘报
名工作已于3月20日结束。

4月上旬，当询问该公司销售人员相关情况，
对方仍表示“可以安排”。当被指出招聘报名已
结束时，对方稍作沉默后表示：“要再跟公司确
认、沟通一下这个事。”又补充说，如果该单位之
后有补录，可以保证安排进去。

对于求职流程中的细节，不同销售人员的说

法不尽相同、前后矛盾。前面称网申笔试“靠自
己”，后面又称网申“保过”；前面称笔试仅能提供
30%题库，后面又称能拿到70%，“我们就给你往
前5名里去操作”，前面称事业单位安排成功的整
体概率为50%，后面又改了说法。

虽然声称对合同及客户信息全程保密，但在
线下交流过程中，对方不仅在手机上展示了之前
客户的详细简历，还展示了指导求职者如何升职
加薪的聊天记录。

“这是一个积德积福的好事情，我让你得到
一个好的工作，你以后一定会记得我的。”李某
说。在和求职中介的交流中，这样的“话术”不时
出现。

4月3日，教育部发文提醒毕业生，务必提高
防范意识，避免落入招聘陷阱。其中第一条提醒
就是要警惕“付费内推”。“付费内推”指某些机构
向求职者承诺提供高薪行业就业岗位，但须缴纳
相关服务费用。“付费内推”涉嫌不正当竞争和欺
诈，相关求职者难以主张自身权益。

不靠谱的“一对一求职辅导”

2023年下半年，在上海寻求市场营销岗位工
作的刘睿娜，由于已经离开职场一年多，感觉自
己急需求职指导。在朋友的推荐下，她找到了一
家号称能“全流程解决找工作难题”的求职中介
公司。

前期沟通中，该公司的销售告诉刘睿娜，只
需要缴纳498元的“会员费”，即能获得长达半年
的求职陪伴服务，其中包含结合个人情况的“面
试技巧课”“简历修改课”，以及与多家合作企业
的“精准职位推送”。通过该公司的渠道成功签
订劳动合同后，她需要再次付费，费用按照工作
首月税前工资的75%计算，“这里的‘工资’不仅包
括基本工资，还有奖金、提成等。”

“销售让我放心，还展示了很多成功案例，说
他们有许多知名企业的‘内部渠道’，能够加快我
的入职流程。”刘睿娜缴费后，该公司负责求职指
导的“导师”与她取得了联系，在了解基本情况
后，向她索要了电子版简历，称会进行详细的“一
对一修改”。

“导师”还向她承诺，不用自己投简历，“我们
替你修改后的简历会直达合适的企业招聘人员，
等着去公司面试即可。”

几天后，刘睿娜收到了修改后的简历，却令
她大失所望，这份简历“只是套用了他们公司的
模板，调整了格式”，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修改。

“或许是此前的简历已经很完美了。”抱着这
样的想法，刘睿娜仍然积极地与“导师”沟通。

在购买服务后的最初两周，公司确实为她推
荐了几个职位，“许多岗位与我本人的能力并不
匹配，有的公司我花了很多精力去笔试面试，却
被告知因没有相关工作经历无法被录取，之前

‘导师’明明说了这个职位可以接受没有工作经

验的。”
几次失败后，刘睿娜希望“导师”能推荐更靠

谱的职位，对方却变得冷淡起来，最后干脆不回
复消息了。

刚从上海某高校毕业的陶乐，同样遇到了不
靠谱的求职“导师”。

2023年11月，在花费数万元购买了某公司的
“一对一求职辅导”服务后，陶乐的“导师”并没有
按照广告宣传中说的那样，为他定期推荐法律行
业高薪岗位，而是每天在朋友圈转发各大公司的
招聘简章，“其实全都是招聘App上的公开信息”。

当初该公司销售人员承诺“内部推荐通道”
“简历直达人事”，在陶乐看来，“还没有我自己去
招聘App上直接和人事聊来得快”。

现在，刘睿娜和陶乐都已找到工作。对于之
前那些公司的“一对一求职辅导”，他们申请退
款，“毕竟和当初承诺的完全不一样，不能花‘冤
枉钱’。”刘睿娜说。这两家公司以“合同已履行”
为由，没有同意他们的退款要求。

天上掉下的往往是陷阱

今年2月初，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布了
一起涉及求职者的诈骗案件。该案中，被告人王
某以帮翟某的儿子找正式编制工作为由，虚构需
要送礼、交押金等事由，多次骗取翟某钱款共计
33.8万元。王某收取钱款后将资金用于偿还个人
欠款及日常开销。在翟某取消委托、要求王某退
款时，王某以各种理由推脱。翟某意识到自己被
骗，向公安机关报案。

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及辩护人对犯罪事实和
证据不持异议，但辩称应当扣除所骗取钱款中用
于送礼的部分金额。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
骗罪。被告人及辩护人声称用于送礼的部分费
用并无证据，故不予采纳。

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 6
年，罚金 10 万元，并责令被告人王某退赔赃款
33.8万元，发还翟某。

法官表示，实践中，有不法分子利用家长想
为孩子谋求稳定工作的心理，以收取“打点费”

“介绍费”等形式骗取钱财，并在沟通过程中不断
释放“可以办”“容易办”“抓紧办”的信号，在收取
钱款后又以各种理由拖延不办，有的甚至直接失
联。法官提醒，求职者在找工作时一定要擦亮双
眼，莫被“捷径”蒙蔽双眼。

教育部提醒，在求职中，不要轻信无任何要
求且薪资待遇异常高的招聘信息，毕竟天上不会
掉馅饼，掉下的往往是陷阱。教育部建议使用正
规求职渠道，通过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国
聘平台、高校就业网站等官方网站，或通过参加
学校组织的各类招聘活动获取求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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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就能买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