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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付费实习：“天坑”还是“捷径”

付费实习≠保险箱
大学生应理性看待

伴随着每年攀升的应届毕业生数量， 大学生
们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付费实习市场也越来越
火爆。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和相应的监
管措施，付费实习的灰色产业链有待取缔，大学生
也应警惕其存在的风险和危害。

实习到底能为求职带来多少加分？
在于涵宇看来，学生通过实习，熟悉工作内容

和企业组织框架，积累工作和项目经验，一方面有
利于学生进一步了解自身技能需要补充的地方，
督促自己进一步精进在学校的学习；另一方面，通
过实习的学生可以更快地进行从学生到社会人的
转变，不管是从心态上还是工作方式方法上，都能
更快地适应接下来的工作需求。

然而，于涵宇表示：“在和大量单位 HR 交流
的过程中，他们普遍的反馈是，实习是很重要，但
很多单位并不看重一个所谓的‘大厂’实习经历，
实际上，在面试过程中，通过问题很容易就能辨别
出学生究竟是真正在实习还是只是花钱买了个名
头。即使没有实习，同学们通过总结和复盘在学校
的实践经历和学生工作经验， 一样可以证明自己
的工作能力和潜力。 ”

如今，在不少网络平台搜索“付费实习”时，呼
吁大家小心套路陷阱的声音越来越多。

正在北京某传媒机构实习的张璐表示， 自己
的这份实习是免费的， 但之前做了很多付费实习
的功课，她建议大学生们应当仔细鉴别。“很多中
介的承诺都无法保证，很多‘内推’甚至无法接触
相关工作，学到的知识很少，而且往往是无薪的，
甚至不愿给实习生开具实习证明。 ”

于涵宇也观察到， 网上有很多学生反馈天价
实习其实很多都是外包工作甚至是假实习， 希望
同学们能够进一步辨析相关信息， 多去寻找和争
取资源， 可以在学校的就业网和企业官网发布的
官方渠道投递实习简历，对所谓“包录取”的中介
不要轻易相信。

“高校的实习和就业信息资源都是十分丰富的，
也是值得信赖的。 ”于涵宇表示，以自己所在的湖南
大学为例， 学校启动了大量优质企业和单位实习信
息发布的对接渠道， 每天都发布大量优质实习的招
聘信息，并邀请资深HR进入校园，从用人单位角度
来给学生传授应聘经验，让学生能够赢在起跑线。

“在鉴别不清的时候，可以求助老师。 因为辅
导员等校内资源是免费的、高质量的、个性化的，
学生应该优先考虑校内的就业指导和实习、 就业
信息推介力量，谨慎付费，尤其是高额中介。 ”于涵
宇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大学生实习进入“收费模式”
紧张的毕业季刚刚落幕，热火

朝天的“实习季”又到来了。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1 届全

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总规模 909 万，
同比增加 35 万。 另据中国青年网
不久前的相关调查数据显示：
76.29%的大学生认为缺乏实践和
工作经验是就业中最令人困扰的
事情。 实习，成为大多数大学生积
累实践经验，在求职竞争中脱颖而
出最直接的办法。

最近，大三学生张瑛到一家省
级电视台实习。对于学习广电专业
的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对口和难
得的机会。

“这家电视台在全国是数一数
二的，我觉得这是我的第一选择。 ”
一进台，张瑛就进入到一档节目的
导演组工作。 虽然工作忙碌，有时
甚至要加班到凌晨，但每每看到自
己参与的节目成为大家口中的热
议话题，张瑛感到“累并快乐着”。

这段日子里唯一让张瑛感到迷
惑的， 就是每月电视台收取 500元
的实习管理费。“这个也没有明文规
定， 他们也不会一开始就告诉你要
交费， 我们都是道听途说知道有这
么个事情，虽然心里有疑虑，对方
说要交我们就自觉地交了。 听同学
说，有的人要交，有的人就没交。 ”

然而， 对于不少大学生来说，
张瑛的每月 500 块的实习管理费
只能算作“毛毛雨”。

近日有新闻报道称，大学生付费
实习市场火爆，有学生甚至花费数万
元购买互联网“大厂”的实习机会；
很多从事于留学等工作的中介同时
身兼互联网、投行、会计师事务所等
受大学生欢迎的岗位实习中介。

记者调查发现， 一般来看，传
媒、经济、医学等专业付费实习较
为常见。 在传媒领域，不少公司或
电视台会收取“实习管理费”。在医
学领域，学生们去医院实习交纳一
定费用也是十分常见的现象。这些
费用有的需要自费，若是学校对口
的实习单位，则会由学校承担全部
或部分费用。

高额费用“买”实习经历，走得通吗？
然而，如果一些大学生的专业

对口的工作单位正是这些“大厂”，
或是投行、券商等知名公司，“天价
实习”就成为越来越多大学生刷实
习经历的“捷径”。 而对于身在国
外， 打算回国工作的留学生来说，
付费实习更是他们选择打开国内
求职市场的“敲门砖”。

“19998 元冲刺大厂 offer”“金
融、券商、快消实习内推”“1 对 1 服
务，世界 500强名企实习内推”……
在淘宝、小红书等网络平台上，记者
发现这样的“商品”随处可见。 不少
商家声称，自己的“导师”覆盖多家
知名企业，均为在职员工，只要进行
专业指导， 并交纳几千到几万不菲
的费用， 就可以拿到一份亮眼的实
习机会。

那么，用高额费用“买”实习经
历，是“天坑”还是“捷径”呢？

刘玥如今在美国一所大学留
学，她所学的专业是政治学。 不久
前， 为了找到可心的实习单位，她
花了两万元中介费。

之所以要花钱找实习中介，刘
玥坦言“是因为没时间也没精力自
己找”。刘玥每天功课都很多，加上
还有 12 小时的时差， 找国内的实
习确实不太方便。“忙的时候都是

我爸妈在和中介联系，他们觉得只
要能帮忙找个好公司的实习就
行。 ”她说。

至于中介的定价，刘玥也认为
“价格过高”，不过她也没有更好的
解决办法，“毕竟‘大厂’或头部公
司大家都挤破头了”。

刘玥表示， 和中介签订合同
后，中介会将自己的简历推给对方
公司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并保
证对方公司一定可以看到自己的
简历，也会提供一些有针对性的面
试辅导。“成功率并不是 100%。 但
找了中介的成功率应该比不找中
介的要高一些，接下来还要靠自己
面试。我们签订的合同里面有一个
公司的清单，如果是知名度、客户
反响比较好的公司，价格就相对高
一些；如果没拿到这个清单里的公
司的 offer，中介就会退款。 ”

“可能存在即合理吧。 ”刘玥表
示，中介确实承担了很多本来要自
己做的功课，但如今实习的这家公
司和自己的专业也不是那么对口。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如今不
少中介机构将“付费实习”分为“付
费内推”“付费课程 +就业推荐”“付
费刷远程项目”等多种业务类型。这
些中介根据实习单位、 学校专业背

景、个人需求等不同，收费标准也不
同， 价格在几百元至几万元不等。

“天价实习”在网络上发展成了一条
明码标价的“灰色产业链”，某些大
厂员工甚至依靠“内推”获得灰色收
入。 而这些从业者，有的是名企员工
通过卖“内推”名额赚钱；有的是中介
机构一边高价收取“内推”费用、一边
寻找名企中的“带教”导师；还有的是
留学机构“兼职”做实习中介，为出国
留学“刷简历”的人提供实习。

然而，漂亮的实习经历真的可
以买来吗？

如今，越来越多购买过“天价
实习”的大学生发现，自己“买”来
的实习经历“挺水的”，实际情况与
中介承诺不相符的情况也比比皆
是，更不要说花了钱仍然没找到实
习的情况。 与此同时，腾讯、美团、
普华永道、中信证券等多家名企都
曾发布声明称，从未与任何第三方
机构合作，整个招聘和求职过程不
会收取任何费用，这更为大学生们
敲响了警钟。

长期负责学生就业工作的湖
南大学辅导员于涵宇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寻找实习岗位的过
程，就是一个信息收集、筛选的过
程，是学生能够对自身就业胜任力
进行提前考核的很好途经，如果只
是依靠中介去找个实习，反而失去
了实习本身的意义。

在就业竞争压力的

作用下，不少大学生执着于
找到一个好的实习经历， 为自
己的简历加分。 然而，付费实习的
边界在哪里？ 天价实习究竟是骗钱
的“天坑”还是就业的“捷径”？不少大
学生和高校教师认为， 应理性看待
实习机会， 实习单位收取费用也
应有一定的监管机制， 用高额
中介费 “买 ”实习经历更
是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