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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钱后免考即可拿证、证书可代为挂靠赚取高额费用、还
可放入人才库获得更多高薪岗位……《工人日报》记者近日调
查发现，一些培训机构以考证“躺着赚钱”为噱头，声称可以包
办各类“资格证”，诱骗劳动者买证赚外快。

其中，一些机构以新职业的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等名
义，随意乱收费、滥发证；还有一些机构假冒权威机构名义组
织培训、评价、颁发证书。更有甚者，精心设计培训、考试、发
证等所谓一条龙服务骗局，让不少人深陷其中。

一些机构声称可办各类职业“资格证”“上岗证”，让不少人深陷骗局

免考拿证、代为挂靠，这种“躺赚”是套路！

面对证书挂靠这一顽疾，人社部早在 2017
年就印发了《关于集中治理职业资格证书挂靠
行为的通知》，部署打击住建、环评、药品流通、
专利代理、消防等领域职业资格证书挂靠问题。

近年，相关主管部门打击防范举措逐步升
级，且随着社保、职称、职业资格证件等数据库
的联网进程加快，整治“挂证”行为颇有成效。

2022年11月，四川省住建厅发布通告，4177
人因社保缴纳单位与注册单位不一致被列入涉
嫌“挂证”注册建造师名单。今年4月，四川省住
建厅公示了2023年度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双
随机”检查结果，3402名注册建造师中有1200人
存在社保缴纳单位与注册单位不一致情形，涉
嫌“挂证”。

四川住建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一旦
发现有社保缴纳单位与注册单位不一致的人
员，会先将其列入证书注册异常状态。公示结
束后，如无人提出异议，就按规定程序予以处
理，撤销证书。

在以强有力的监管遏制证书挂靠乱象的同
时，还需切断违法办证的利益链。记者以“免
考办证”“证书入库”为关键词在网上搜索，仍
能查到一些机构违法办证、办理证书入库的广
告。事实上，“证书入库”就是为了有效防止证
书伪造和篡改，以保证证书的真实性和合法
性，业务办理也只能由相关机构或证书颁发机
构来进行。

对于上述乱象，四川泽珲律师事务所律师
杜伟认为，应将违规机构纳入黑名单，对技术
技能类培训评价发证活动实行常态化管理。相
关职能部门应强化打击整治，严厉打击涉嫌诈
骗等行为。平台方也应把牢内容审核关，切断
传播渠道，加强对报考和注册的审核机制监
管。另一方面，求职者要端正心态，要清楚只
有真正拥有一技之长，才能在专业领域得到认
可，并结合自身实际通过正规渠道“考证”，不盲
目跟风。

（（据据《《工人日报工人日报》）》）

2022年，刘丽（化名）考取绿色建筑工程师
证书后，有培训机构主动与她联系，表示有企业
愿意付费求挂靠该证书，以获取承接项目资质，
前提是先付费将证书放入“人才库”。

接到这样的问询电话，刘丽并不感到意外，
“证书挂靠几乎成了行业潜规则。”她听说过很
多人以此挣到“偏财”，便放松了警惕。然而，交
了2000元后，培训机构失联了，刘丽意识到自己
上当了，并为自己不劳而获之心感到懊悔。

在就业压力增加的当下，不少人和刘丽一
样，抱有“多个证书多条路”的想法，考证热情不
断高涨，这也为一些机构开展不法证书业务提
供了行骗的温床。

记者以“证书入库”为由在网上联系了一家
培训机构，并添加了业务负责人周老师的微
信。周老师的“朋友圈”展示着大量证书办理以
及付款的截图，包括医美培训师、能量治愈师、
易学命理师、人力资源管理师、保育员、食品安
全管理师、视力康复师等。

周老师表示，这些证书均可“免考取证”，
收费为每本 1500 元，证书入库的价格为每本
980 元，可办理“全国职业信用评价网”所颁发
的人才入库证书。还有证书挂靠推荐服务。
自从加了微信后，记者每天都会收到周老师的

“证书服务”推荐。“肯定能赚钱！”周老师信誓
旦旦地保证。

“注册类证书挂靠时含金量较高，如注册建
造师、注册评估师、注册会计师等。”另一家培训
机构的工作人员则以含金量高为噱头，提供眼
下最火热的财会类证书“免考包过服务”。面对
询问，工作人员“秒回”劝说：“注册会计师15万
元、中级会计师6.8万元、注册税务师8万元，绝
对值。”

证书挂靠违法，签订相关的协议不受法律保
护，但依然有人为赚外快不惜冒险。

以建筑工程施工为例，记者查阅住建领域相
关规定发现，其总承包资质分为特级、一级、二
级、三级。目前，住建部门已简化企业资质标准
中对建造师人员及数量的指标要求，仅对最低等
级资质即三级资质企业作出要求，明确建筑工
程、机电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合计不少于5人。

对此，有建筑企业工作人员透露，虽然已
取消了限制和要求，但落地时还存在一些困
难，通过证书挂靠来获取相关施工资质的情况
依然存在。

“前些年建筑市场发展较快时，‘挂证’每年
能赚一两万元。”康业（化名）考取二级建造师证
书后，有朋友推荐他把证书挂靠在建筑企业。考
虑到可能承担的风险，康业没有选择挂靠，“现在
社保联网了，人、证、社保信息一对比，就能看出
来是不是‘挂证’。”

事实上，相关部门一直在严厉打击整治非法

证书挂靠乱象。住建部官方网站持续发布相关
处罚信息，对存在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
证书行为即证书挂靠行为的人员给予通报和处
罚，处罚措施包括撤销证书注册、3年内不得再次
申请注册。

康业说，当前，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给排水
工程师、注册岩土工程师等人才紧俏，这给一些
办证机构可乘之机，主推此类证书挂靠业务，声
称每年可收益10万元左右，并以此骗取介绍费
和手续费，“这些证书含金量高，审查自然也严
格，不要轻信免考办证的谎话。”

有些证书花钱办不到，有些证书则是买来也
没有用处。记者了解到，机构宣扬的证书名目繁
多，实则与职业资格无关。《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2021年版）》中包含72项职业资格，均明确了实
施部门或单位。除了目录中的职业从业者需要
考取职业资格证外，其他职业无需职业资格。一
些机构宣扬“免考办证躺赚”更是无稽之谈，多地
公安机关已对此类现象发出风险提示信息。

所谓“考证、入库、挂靠一

条龙”是骗局

“免考办证躺赚”是无稽之谈

强化监管，切断利益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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