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求职高峰到来， 市面
上大大小小的求职中介开始发

布大量招聘信息， 不少平台推
出了招聘“内部资源”，付费“简
历免筛”“优先面试”，甚至还有
“保 offer”等诱人项目 ，吸引了
不少求职者的注意。 然而，这些
所谓的福利，陷阱重重，并不一
定能够达到求职者预期的结果

甚至可能有欺诈行为发生。

调研显示，一些企业过了试用期才开
始为员工缴社保

试用期社保

“盲区”值得关注
8 月 22 日，由 51 社保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保白皮

书 2019》显示，在入职当月或次月及时参保的企业比例
达到 77.5%，相较去年有了较为明显的回升，这反映出
企业社保合规意识逐步增强。 不过，仍有 19%的企业选
择试用期结束后才开始为员工缴纳社保，居于不合规操
作的首位。 这表明，由试用期未按照规定及时参保导致
的试用期社保“盲区”值得各方关注。

据介绍，本次调研的问卷针对企业人力资源社保从
业者进行投放，来自 31 个省区市共 168 个城市的 3080
家企业参与了调研访谈。 白皮书依据企业社保合规三
要素模型，从险种覆盖面、参保及时性、社保缴费基数合
规性等三方面来分析企业社保合规现状。 白皮书显示，
社保缴费基数合规是社保合规三要素里最难的挑战。
今年，社保缴费基数合规的企业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了 29.9%。

从险种覆盖面的合规性来看，社保参保覆盖面保持
高位，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连续 3 年保持在 92%以上，
今年还略有提升。 不过，近 3 年来住房公积金覆盖比例
有所下滑 ， 缴费率从 2017 年的 84.1%降至今年的
75.2%。 不仅如此，补充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企业
年金的覆盖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五险之外，雇主
责任险成为唯一一个连续 3 年呈上升态势的险种。 这
说明出于成本压力的考虑，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强制缴纳
和规避企业自身风险的险种。

记者注意到 ， 此前企业设置社保专岗的比例持
续下降 ，但 2019 年首次出现反弹 ，从去年的 43.46%
提升至 48.8%。 74.3%的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员工人数
不足 5 人 ， 然而这部分企业中有 42.7%的企业选择
设立社保专岗 。 这意味着社保的重要性正被企业重
新认识。

今年以来，我国社保降费力度空前，养老保险单位
缴费比例降至 16%， 并改以往只统计城镇非私营单位
职工的平均工资，为城镇私营单位和非私营单位职工平
均工资加权计算的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
来核定社保缴费基数，从而减轻企业缴费负担、增加低
薪群体到手收入，提升企业和职工的获得感。

（据《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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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齐下，共同防治

对于初入社会的大学生求

职者来说， 防范意识薄弱往往
是踏入平台求职陷阱的重要原

因。 对平台信息真实性核实不
够， 或轻易将个人信息泄露给
平台， 都有可能造成自身上当
受骗。

业内人士指出， 对于求职
者而言，要练就一双“慧眼”。切
忌轻信平台提供的 “捷径”，尽
量通过企业官网、线下招聘会
等多种形式来获得真实准确

的信息，不被平台的花言巧语
所哄骗， 通过正规渠道求职。
同时也要意识到，若有能力通

过企业官方渠道获得实习名

额，付费给平台获得内推资格
只是不必要的花销；如果自身
能力不足，内推也不一定能够
成功，公司招聘更看重的是个
人实力，而不仅是一份好看的
简历。 因此，提高自身的素质
水平，才是进入名企实习的根
本条件。

线上中介要承担起合法有

效对接双方的主体责任， 在其
蓬勃发展的同时更应注意平台

的规范化管理。 要打造信息透
明的求职信息平台， 保障信息
真实，既服务好求职者，也服务

好用人单位。同时，线上平台还
应重视用户的个人信息保护，
这也是作为中介的基本要求和

底线。
专家表示， 除了平台和求

职者自身做好规范和防范之

外， 有关部门也要有相应的监
管措施， 对游走在法律界限边
缘的行为进行规范， 做好宏观
层面的调控， 建立更有效的准
入机制和审核机制， 切实维护
求职者的合法权益， 让选贤举
能之风盛行。人尽其用，社会发
展才会充分涌动活力。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招聘平台花样多 真实效果难保障

秋招在即，警惕线上中介陷阱

诱惑虽大，隐患也多

“秋招内推倒计时 1 天！内
推码不多了，抢完为止！ ”“简历
免筛、直通笔试，通过后优先面
试” ……对于忙着找到一份好
实习机会、 好工作的求职者来
说， 这些充满诱惑性的字眼无
疑令人心动。在“秋招”季，能够
找到一条捷径， 就意味着获得
理想岗位的机会又大了些。

一些线上中介平台正是抓

住了学生想要进入名企实习的

心理，推出了“付费内推”项目。

这些平台往往声称与众多企业

达成合作，可利用这些资源内推
大学生去企业实习，但获得内推
的资格需要付费，费用从几百到
上万元不等。 有的实习生交钱
后，获得的岗位常与自己理想中
的工作不相符， 但也无法退款；
有的则是内推失败，得到中介的
反馈称 “我们尽力了”； 更有甚
者，被中介宣称的“预付 500 元
安排笔试保过”所吸引，可收费
后却再也联系不上中介。

除了与名企合作之外，某
求职平台称 “目前已与超过
200 位世界 500 强的咨询师合
作”， 另一中介则提供 “超过
900 位全行业精英在职导师名
单”，涵盖诸多领域。 但这些咨
询师多为化名，真伪难辨。

此外， 求职者选择借助平
台的方式后， 将大量的个人信
息暴露给了中介， 若中介平台
存在漏洞， 很容易造成信息泄
露，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付费内推，真假难辨

如今网络上常见的求职平

台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单纯分
享招聘信息的， 另一种是通过
吸引求职者交费购买课程或内

推资格来赚钱。在网络时代，线
上求职中介利用其信息丰富、
传播效率高、 成本低等优势成
为连接企业与求职者的重要载

体。然而，平台提供的信息鱼龙
混杂， 刚踏入社会的大学生往
往防范意识较为薄弱， 又迫切
地寻求理想职业， 让一些不法
分子有机可乘。

一些平台通过上课、 咨询
等方式对应聘者进行求职辅

导， 增强学员的求职能力和竞
争力，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一
些通过收取费用来提供内推资

格的平台， 多半还要让求职者
加微信群、 将信息推荐给朋友
圈好友，涉嫌传销；且内推资格
通常只是平台方的承诺， 真实
性与有效性都存疑。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第9 条明确规定 ：“用人
单位招用劳动者 ， 不得扣押
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

证件 ， 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
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

者收取财物。 ”相关专家指出

，中介有偿向求职者提供信息
和资源在法律上行得通，但所
提供资源的真实性无法保证，
求职者的权益难以保障，这其
实是在法律 “灰色地带 ”游走
的行为。

另外，有专家表示，收费内
推的行为可能涉及欺骗。 中介
平台如果未经企业允许， 却推
出“付费内推”的项目，是涉嫌
虚假宣传的行为。 若企业与中
介确有勾结， 而中介向求职者
提供内推服务， 实际上是企业
变相向求职者收费的行为，也
不为法律所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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