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广东深圳，记者对

招工诈骗“黑中介”进行

了调查，结论是，“可以用

触目惊心来定义”。

在江苏扬州，警方注

意到，市区专门针对应聘

学生群体“招工面试”的

诈骗案件屡次发生。

在江西萍乡，一家无

招工资质的公司打着与

南昌“大唐科技教育有限

公司”合作为深圳一些企

业招工的旗号，在萍乡高

专在校学生中进行非正

常招工活动，致使该校有

470

余名学生在不明真相

的情况下每人交纳了

50

元的报名押金，总金额共

计

23000

余元。

为什么那些看似平

淡无奇的诈骗伎俩却能

够屡屡得逞呢？ 检察人员

在办案过程中发现一个

令人深思的现象，“很多

小广告一看就是手法拙

劣，欺骗意味十足，但很

多人却对此深信不疑”，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到哪里才能找到正规的

职业中介。 ”

对此，检察机关工作

人员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规范中介企业， 大力整

顿中介市场的秩序，努力

创造一个良好的就业环

境。 ” （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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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案

［ 法制 ］

据 统 计 ，

2007

年 至

2009

年

6

月， 海淀区检察

院共审查起诉以招工为名

实施诈骗案件

13

件

40

人，

其中

2007

年

4

件

13

人，

2008

年至今

9

件

27

人。 在

海淀区检察院所办理的招

工诈骗案件中，绝大多数受

骗人数都在数十人以上，最

多的达到了

270

多人。

海淀区检察院有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在当前大多

数招工诈骗案件中，最值得

关注的一个新动向是，招工

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往往都

注册有合法的企业。

“这些企业中，有一部

分是在合法经营过程中因

为经营困难而被用于招工

诈骗，另外还有一些在成立

之初就是为招工诈骗做准

备的。这些企业或者自己直

接虚假招聘骗取入职费，或

者充当中介，通过为应聘者

提供虚假的招聘信息而收

取中介费，而后一种诈骗方

式在实践中更为普遍。 ”这

位负责人说。

不法分子为何要以合

法公司的名义实施诈骗活

动？“这主要是由于招工诈

骗属于涉众类犯罪，需要一

定的客观环境伪装，单独一

个诈骗人很难承担起招工

所需的各种角色。 ”这位负

责人给记者举例说，在李某

等

4

人虚假招聘家教诈骗

案件中， 发布中介广告、接

待、签合同、收款、冒充学生

家长等不同角色由多人扮

演， 诈骗分子之间分工协

作，使得众多受害人陷入他

们的圈套。

另外一个突出的现象

是大学生被骗，可以分为两

种情况：一种是在校大学生

寻找兼职工作过程中被骗，

另外一种是即将毕业的大

学生在对外求职的过程中

被骗。在校大学生兼职一般

集中在家教、抄录员等不会

影响其正常学习的行业，但

是他们找这些工作往往是

通过街头小广告、网络聊天

等非正规的途径，因此极易

上当受骗。

在海淀区检察院提供

的一起诈骗案中，犯罪嫌疑

人伙同他人在北京市各大

高校广泛张贴虚假的介绍

家教信息，向前来找工作的

人员提供虚假信息并与之

签订合同协议书，还冒充雇

主与受害人联系，在不到

3

个月的时间内，骗取

140

余

名在校大学生共计

2

万余

元的“建档费”与“课时费”。

至于毕业的大学生对外求

职被骗，则集中在待遇丰厚

的行业，如影视业。 这些行

业的高收益往往吸引了众

多盲目求职的大学生，因此

也成为诈骗分子关注的对象。

在服务行业，

KTV

公关

招聘诈骗现象突出。 据介

绍，

KTV

公关由于收益丰

厚，额外收入较多，吸引了

大量抱有不劳而获想法的

男女青年投身其中，但由于

这个行业的规范性差，灰色

区域较多，受害人在被骗后

往往不能及时得到公权力

的救济。

检察院的调研显示，有

很多受害人属于失业、无业

青年以及流动人口。很多案

件的受害人绝大部分是由

于先前失业而再次寻求就

业的人，或者是自学业终止

后就没有就业的人员以及

外地来京务工人员。这些受

害人往往学历层次不高，也

缺乏适合社会需要的某项

技能，在竞争激烈的人力资

源市场上往往成为被忽略

的人群。但是基于生活的压

力， 这部分人求职心切，迫

切想找到工作的愿望往往

使他们放松了对诈骗分子

的警惕。

手段升级让人防不胜防

招工诈骗披上“ 合法”外衣
� � 招工诈骗出

现新动向：诈骗分

子往往都注册有

合法的企业，且都

会选择在比较繁

华的地段短期租

用一至两间办公

室，然后再让一些

社会闲散人员充

当公司的员工，分

别负责接待 、面

试、签合同、收费

等，给人一种招聘

的假象，让受害人

放心地上交各种

名义的费用。

“现在的诈骗手段越

来越多样化，往往令求职

者难以防备。 ”这位负责

人给记者介绍了几种具

体的诈骗手段。

首先是连环诈骗。

“在结伙诈骗中， 不法分

子相互勾结，以介绍工作

为名让受害人在彼此间

相互推荐，同时在每个环

节收取各种名义的费用。

这种方法不但可以增加

诈骗数额，而且也使得虚

假招聘更为可信。 ”这位

负责人说。

其次，面试呈现新花

样。“招工诈骗若想得逞，

一个不可避免的环节就

是要精心安排受害人面

试，只有通过面试才能使

受害人确信他们是在招

工，并放心地上交各种名

义的费用。 ”这位负责人

说，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

是租用或者借用场地面

试，这主要出现在中介及

KTV

招工诈骗案件中。

中介诈骗者往往会

选择在比较繁华的地段

短期租用一至两间办公

室，然后再让一些社会闲

散人员充当公司的员工，

分别负责接待、 面试、签

合同、收费等，给人一种

招聘的假象，但是这些中

介根本没有任何资质。

据透露，新近还出现

一种“间接”面试诈骗。 在

这类诈骗案件中，诈骗分

子与受害人并不直接接

触，而是通过所谓“非常

规”的面试方法取得受害

人的信任，并让其心甘情

愿地汇钱。

第三种手段就是，采

取多种方式拒绝返还诈

骗所得。 据介绍，诈骗分

子在收取相关费用及好

处费之后，往往会极力推

迟给受害人介绍或者安

排工作的时间，在受害人

找其质问并要求退钱时，

诈骗分子已经逃逸，或编

造各种理由拒不返还，如

声称受害人面试不合格、

职位已经招满等。 有的诈

骗分子也会故意将受害

人安排在与招聘时许诺

条件相差很大的岗位，迫

使受害人自己放弃。

诈骗手段升级让人防不胜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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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张绪（化名）是

北京一所职业中专的学生。

临近毕业前，学校老师电话

通知他，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到该校面试， 招聘剧务，试

用期

3

个月， 每个月工资

1500

元， 干一天补助

50

元。 期满后签正式合同，每

月工资

3000

元， 干一天补

助

200

元。

这一优厚的条件令张

绪怦然心动，他赶紧报名参

加了面试。

面试合格后，张绪便被

要求向该校老师张某的卡

内打入

5000

元中介费。 不

久，张绪去北京电影制片厂

报到， 并签订了试用期合

同。 这时，该公司又通知张

绪要考助理， 每月

4000

元

工资， 每天补助

200

元，但

需要交

9000

元费用。

“后来我将

9000

元钱

汇到公司指定的工商银行

账号内，人事部经理和我签

了正式合同，但没有发合同

给我。 过了两个月，又有人

问我是否愿意报总监职位，

说技术总监的底薪为每月

1

万元， 工作一天补助

500

元。我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向

该公司另一负责人交了

22000

元报了总监职位，当

时还用手机拍了照片。上了

一段时间班后，‘老板’便以

公司财务出了问题为由拖

欠工资，之后找各种理由拖

延至今。”张绪说，由于是学

校老师介绍的，同学们大都

没有犹豫就交钱了，最后大

约有五十多人上当受骗。

据办理此案的检察官

介绍，该校老师对于此次招

工的内幕也不知情，没想到

其中会暗藏陷阱。

由于是经过学校老师

通知的，张绪的遭遇还略显

独特，而更多的求职者则是

被那些随处散发的小广告

欺骗的。

41

岁的无业人员王玉

（化名） 在一个车站等车时

发现站牌上贴着一个招聘

男女公关的广告，上面写着

待遇优厚云云。为生活所迫

的王玉不假思索地将电话

拨了过去，随即，对方通知

她第二天到一家酒店面试。

第二天，王玉如约来到

指定的酒店，却并未发现有

面试人员。王玉再次拨通了

广告上的电话，此时，不可

思议的事情发生了———王

玉说：“一个女人接的电话，

告诉我已经有人给我面试

了，我合格了，但按照她们

单位的要求，为了防止员工

干几天就走，要先交

600

元

的押金，让我汇到一个银行

账号里。 ”

接下来， 王玉开始了

“永无止境”的汇款过程。

“我把钱汇到她指定的

账号后， 她说还要交

1500

元的培训费和

10

元的资料

费。 我跟她说我只有

1000

元了，问她行不行，她说可

以， 让我第二天早上再来，

我就回家了。 第二天，我又

来到酒店给那个女人打电

话，她说必须要交齐培训费

才能上班，我没办法，就又

汇了

510

元，然后与那个女

人联系。她又让我汇

900

元

作为红包， 我说我没钱了，

我也不想干了， 让她退钱。

这时另外一个自称是组长

的女的接了电话，她说过几

天退钱给我， 让我提供账

号， 我就把我的账号给了

她，但直到今天她们也没退

我钱。 ”王玉说。

应聘者一旦掉进招工诈骗陷阱，就会被要求“永无止境”地汇款、交钱

招工诈骗新动向：诈骗人往往注册有合法的企业

规范中介企业 创造良好就业环境

各类歧视现象

虚假招聘信息

骗钱陷阱

试用期“巧”用人

骗取设计成果

套取学生住宅电话

号码，造成不良后果

“皮包公司”

就业中的侵权行为

以高职、高薪相诱惑

模糊工资概念

性别歧视、籍贯歧视、专业

歧视等

此类信息一般不留单位固定

电话号码， 冒充知名企业提

供虚假岗位

多以培训费、押金、体检费、

服装费等骗取钱财

试用期将结束即辞退

要求有专长的学生为其进行

程序设计、产品结构设计等，

骗取设计成果并以各种理由

不予录用

试用期不给上保险、 不按工资实

际缴费基数上保险、 不签订劳动

合同等

一口价工资、不提供福利、保险、

奖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