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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难点在厘清引流平台法律责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科技
创新中心研究基地副主任赵精武表示，治理“副业
培训陷阱”的关键和难点在于如何斩断不法机构
或平台利用知名网络平台进行引流的链条，厘清
引流平台的法律责任，压实平台责任承担机制。

赵精武认为，在实践中，平台经营者不能放弃
对此类培训广告中夸大和虚假成分的审核义务。

如果部分平台账号在其直播、短视频等发布

的信息内容中插入“副业培训陷阱”的宣传内容，
账号运营者应当与培训机构承担连带责任，平台
经营者有义务向受害用户告知相关账号运营者的
实际身份。

BOSS 直聘安全专家提醒，“副业培训陷阱”
往往利用求职者急于求职的心理，一些当前求
职不太顺利的求职者容易上当受骗。建议求
职者注意几点：第一，要拒绝“高薪兼职”诱

惑，重点关注薪资是否明显高于平均水平，牢
记天上不会掉馅饼；第二，提升技能辅助求职
的想法没有错，但要仔细甄别培训机构资质
资格，对“培训技能不积极，忽悠兼职特积极”
的机构要特别小心；第三，求职心态要调整好，
遇到一时不如意也不要气馁或过度焦虑，放平心
态、调整策略或寻求专业人士支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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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春季招聘重要阶段，大量求职者上网求职。一些机构和平台通过在知名网络平台投放引流广告或
内容，鼓吹求职者应“边搞副业边找工作”，并诱导他们参加所谓“免费试听，易学习、上手快、好赚钱”“零基础学月
入过万”的技能培训。

记者调查发现，此类“副业培训”名目繁多，有不少名不副实，真实目的是以“广告引流-学员进群-忽悠变现-
高价售课”牟利。学员高价购买的课程内容质量低劣，多数没有实用价值，既浪费钱又浪费时间。其中部分学员
还遭不法分子诈骗。

记者发现，互联网平台上的“副业培训”名目
繁多。

其一，视频剪辑类。记者通过扫码报名一家
视频剪辑培训课后，进入了一个约150人的微信
群。该群内有课程管理人员发入的鼓吹多种“变
现玩法”的内容。直播课程由一位自称有2000万
粉丝的影视博主讲授，除简单介绍了部分视频平
台的推荐规则外，其大部分时间都在“展示”自己
通过平台卖货和变现的业绩，宣称“最近的日收入
最低一万九”。

课程快结束时，该“讲师”表示可为15位学员
进行“一对一”授课，不仅能“手把手”教会各类变
现技巧、免费赠送粉丝、对接带货货源，还许诺如
果学员全职从业，从第二个月起每月收入将不低
于1万元，但需要付课程费2990元。有部分学员
付了款。

其二，短视频平台内容搬运类。在多个社交
平台账号上都有此类广告，宣称“不用会英语，不
用懂拍摄剪辑，只要掌握‘搬运’规则”将国内短视
频平台发布的视频“搬运”到海外版就可以赚钱。

其三，“学‘心理倾听师’既能领职业证书还获
派单兼职赚钱。”为说服记者掏钱买课，某培训机
构工作人员多次强调培训后会发给证书，机构还
会“派单”给学员兼职赚钱。但当记者询问能发

“什么证书”、兼职“派单”频率和方式时，该工作人
员均语焉不详。其他还有诸如“配音变现”“数据
分析师”等培训也存在名不副实的问题。

有不少求职者参加此类培训班，记者参加的
多场线上直播课参加成员超过千人，其中不少人
急于求职或当前求职不大顺利。

培训技能不积极 忽悠兼职特积极

网络“副业培训陷阱”有一些鲜明的“套路”。
第一，大多以“1元学费”“0元学费”“能赚大

钱”引流，此后频繁发信息、打电话诱导学员高价
买课。相关课费数千元至万余元不等。

第二，培训机构往往会“承诺”学员，掏高学费
购课学成后，机构能推荐或“派单”提供兼职赚钱
机会。但记者发现，这些承诺绝大多数根本无法
兑现。“承诺的20天赚回学费，现在40天了也没兑
现。”一名短视频剪辑班学员表示。

第三，培训效果名不副实、质量低劣。据
多名学员反映，有的培训讲师讲课内容非常粗
浅，甚至是从网络上粘贴拼凑，几乎没有实用
价值；有的培训讲师让学员花几百元买配音软
件制作影视讲解视频却无法发布；还有的培训
班讲师身份造假。记者联系了据称为剪辑课
程授课的知名影视博主，他表示“网上有人冒
充我卖课”。

面对这类陷阱，学员一旦中招，合法权益往往

无法得到保障。记者检索多家网络投诉平台发
现，针对上述多家机构的投诉量高达上百条，原因
多为“不予退款”。

此外，人数众多的“学员群”还面临被涉诈
不法分子盯上的巨大风险。北京丰台公安分局
洋桥派出所民警骆君灏告诉记者，近期北京市
民李女士报名参加此类副业培训班后，被“讲
师”以购物“大额返现”刷单兼职赚钱诱惑，受骗
损失上万元。

网络“副业培训陷阱”套路多危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