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PT制作免费试听、上手快、好赚钱”“零基础学配音，月入过万元”“轻松考取营养师证书，下班后
轻松赚钱”……找工作过程中，一些求职者被花样繁多的线上技能速成培训课程所吸引，想学一门手
艺傍身。

这些培训机构将目光瞄准择业过渡期的年轻人、全职妈妈、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打出低门槛、高回
报的诱人广告招揽学员。但实际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副业培训”套路重重。有学员高价购买的课程
内容质量低劣，有机构不断诱导学员购买软件和设备，还有机构宣传“不过退费”，但后续却不履行退费
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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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业培训”套路重重，如何破除陷阱

渴望一技傍身火了
“副业培训”

学习工商管理专业的宋楠去年大学
毕业，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她看到“00 后
靠副业月入上万元”的新闻，很感兴趣。

“越来越多人靠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一
门副业，既培养工作以外的技能，还能利
用零散时间接单赚钱，充实钱包。”同龄
人的经历让宋楠感受到一技傍身的好
处，决定尝试一下。

因为喜欢听书，她通过播客平台报
名了一项招募配音的课程。“宣传页上说
不需要相关经验，也不用声音好听，有手
机或平板就能配音。1元就能试听，还有
资料可以领取。”宋楠说，“老师还展示了
一些学员的收入明细，告诉我们学完1个
月的培训课程就可以接单赚钱，让我十
分心动。”

除了配音课程，视频剪辑、自媒体运
营、证书考试、平面设计……多种多样的

“副业培训”抓住年轻人的需求，应运而
生。

记者在搜索网站上搜索“副业培训”
一词，“2023 年，找到你的赚钱机会”“紧
急寻找 200 位对配音感兴趣的普通人”

“下班后也能搞的靠谱副业”等文章就出
现在推荐首页，十分吸引人眼球。

通过搜索，记者看到某机构关于短
视频剪辑课程的介绍，宣传免费提供剪
辑软件下载体验。扫码后，记者加入了
名为“短视频剪辑学习4群”的群聊，进群
后立刻获得一个网盘链接，打开可以看
到软件下载地址和一位“大V”老师录制
的视频教程试听课。

“如果有继续学习需求，缴纳68元即
可获得全部视频资料，包括30节教程，还
有练习素材，我们也随时在群内辅导解
疑。”该群的助教老师介绍说，还有小班
直播课程报名链接，学费需咨询助教分
阶段购买。

记者加入群聊时仅有 45 人，当天下
午该群就超过了百人。

“副业培训”套路重重
“副业培训”多种多样，但一不留神就容易被割

韭菜。年轻人对掌握技能的现实需求和急迫心情，
成了一些不良培训机构获利的筹码。采访中记者发
现，“副业培训”存在重重套路。

“试听课和报名缴费后的课程质量完全不
同。一共 60 多个课件，听了一个后发现质量很
差，联系客服退货，客服却以电子商品不退不换
为由，拒绝退货。”报名了某自媒体运营课程的代
思思对记者说。

在中消协2月发布的“2022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
投诉情况分析”中，培训服务的投诉在具体服务投诉
中居于第3位。多省市消费者协会近日公布的信息
中也多次提及非学科类技能培训、职业资质等特殊
培训仍属于投诉重点对象。

宝妈小希参加了一个“淘宝无货源小白训练营”
课程，宣传说零成本就可以月入上万元。想着有个
副业能减轻家庭负担，小希花1元报名为期5天的课
程。“到课程最后两天，报名老师想方设法哄骗学员
报6888元的技能课程，承诺学不会可以复学。”小希
告诉记者。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搜索“副业培训”，有1232条
记录，投诉原因多为“不予退款”。根据投诉者的情
况说明，大多是被“免费试听，赠送工具资料”吸引，
到高价报课，再到发现机构虚假宣传，个人试图退课
无果只能尝试投诉解决。一些培训机构宣传“不过
退费”，并与学员签订相关协议，但后续却不履行退
费承诺。还有部分培训机构编造学成后可获取高薪
兼职等虚假承诺，诱导学员办理超出自身承受能力
的贷款，购买高价培训课程。

破除“副业培训”陷阱需多方共治

记者在裁判文书网上看到，多条个人对教育培
训机构的上诉均因签署的协议中已做出规定被驳
回。学员不仅很难通过上诉退回报名费，还可能需
要多付一笔仲裁申请费用。

此前，消费者协会也发布过相关提醒，一些培
训机构因经营不善或资金链断裂倒闭、跑路后，预
付费用难追讨。因此，在签订培训合同前，要仔细
查看合同条款，特别是涉及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
的条款，不要一次性缴纳高额费用，谨防停业跑路
风险。

针对这些“副业培训”乱象，中国劳动和社会保
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童天表示，问题的根源不是“培
训”本身，而在于不良机构利用网络信息平台的监管
漏洞，抓住劳动者掌握一技之长的迫切需求，通过

“虚假宣传”和“虚假培训”进行牟利。
童天认为，针对教育培训类广告要细化专项法

规、细则，加大监管力度，提高违法成本，由网信、公
安、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合监督落实信息平台的审
查职责，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同时，要加强职业指导
的针对性、有效性，特别是帮助青年群体客观认识自
身兴趣、需求、能力特征等，通过正规渠道选择适合
自己的培训项目。

此外，童天建议，要通过不断拓展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领域的就业创业机会，引导青年群体到急
需紧缺的领域就业创业，适应产业发展趋势开展正
规、专业且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劳动者增强
职场适应力。 （据《工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