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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假，家住广东东莞的大学生孟雨与一家“法务咨询公司”签
订了合同，每天的工作任务是要打完250个-300个电话，至少加7个微
信。这些工作由正式员工任小组长带着暑期工完成，经常强制性要求
他们加班。若暑假工未如期完成工作，则会被老板直接辞退。一边是
无限加班，一边是拿不到薪酬，签了合同的孟雨如今左右为难。

每逢暑假，部分大学生就会进入“假期打工季”。他们通过求职平
台、中介广告、熟人推荐等渠道，出于为家庭分担开销，为自己赚取生活
费，或者为了锻炼自身能力、尽早接触社会等多种考量，在这个长假选择
打一份暑期工。

然而，大学生暑假打工被“黑中介”坑骗、被拖欠工资、被强制加班
等乱象时有发生。据河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和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师生在2023年4月发表的一组调查显示，在他们所调查的有兼职社会
实践的全国学生样本中，遭遇暑假打工被骗的大学生高达66.2%。

尽管每年被媒体曝光的事件颇多，但每年的暑期打工被骗案例仍在不
断发生。而不少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维权也面临许多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遭遇过暑假打工被
骗的经历，提前签订了合同，但部分大学生
仍然会遭遇种种困难，陷入合同里的条款

“迷宫”。
刘昊在从事“外卖骑手”的兼职工作时

就栽了跟头。在选择做外卖兼职前，他和小
伙伴长了心眼，要跟中介签合同。但没想到
的是，合同里面也“埋下了不少地雷”。

比如，合同规定，租一辆外卖车需要每
个月缴纳 599 元，若车辆有损坏，甚至标签
被撕了，也要给予赔偿。但合同里并没有
提到头盔、箱子等送外卖的必需品需要自
行购买。

从事“外卖骑手”工作一段时间后，刘昊
自己掏了不少钱。离职时因为不满工作时
长，他还需要缴纳325元的违约金。

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解到，不
少大学生在找暑假工作或者暑期兼职时，往
往与单位只有口头协议，即便签订正式合
同，若未看清合同内容，梳理清楚工作内容
职责，又会遭遇新的麻烦，在维权的道路上
也是胜算较少。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蔡
元培建议，大学生在签订暑假工劳务合同
时，需要在书面合同中约定基本的工作时
长、工作条件、工资待遇、工作环境等，以便
在工资待遇有变的情况下拨打12345电话或
者寻找当地工商局、人社局，就拖欠工资或
违反合同约定进行举报。

若大学生在合同签署后发现被骗，蔡元
培提示：“黑中介在使用虚假宣传的行为中
存在诈骗的成分，情节严重可以构成刑事犯
罪。”他建议，大学生收集相关线索，遇到此
类情况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此外，针对暑假工被骗等其他情况，大
学生还可以向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律援助机
构申请法律援助，由律师帮助起草民事起诉
状，整理相关的证据，向法院提交。

暑假是大学生兼职被骗的高发期。蔡
元培提醒学生，需要警惕高薪但工作轻松简
单的工作，不要轻信招聘软件上的信息，要
提高防骗意识，及时发现不合理的地方，积
极收集证据，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展开维
权行动。

（据《中国青年报》）

警惕暑假打工陷阱
看清合同是第一要义

在广东，一份时薪13元-15元、包吃住、日
工作时长12个小时的电子厂工作，是大学生李
云的理想暑假工。然而这个暑假，在中介的“承
诺”下，李云和她的室友辗转广州、深圳、东莞多
地，最终拿到的是时薪8元-9元的“缩水承诺”。

今年7月，李云在一个招聘App上看到一
条信息，写着“厂家直招，13元/小时，工作轻松
包吃住，做满一个月包车费”。李云在心里盘
算了一下，这份工作能够让她用两个月的时间
基本攒够一学期的生活费。但李云心里也有
所顾虑，她通过朋友多方打听后得知，今年大
多数电子厂只能给出11元/小时的工资。

放假前，李云和室友跟工厂的负责人沟
通，问能不能保证给到招聘 App 上所说的费
用。得到负责人肯定的回复后，李云带着室友
连夜坐顺风车到了广州。

“黑中介”的完美宣传和虚假承诺往往是
大学生群体被骗的第一层陷阱。

就在李云和室友到达广州的第二天，李云
被告知广州这边的厂家早已招满兼职工，而之
前沟通的所谓厂家直招负责人，真实身份就是
一名中介。

这位中介告诉李云，现在东莞的工厂还招
兼职工，但是时薪降到了 11 元-12 元/小时。

“来都来了，总不能就这样回去吧？一小时11
元我也认了。”李云和室友被中介带去了东
莞。然而等待她们的是：身份证被扣押，按照8
元-9元/小时的时薪结算。

大学生暑假打工一旦碰到了“黑中介”，不
仅是找不到满意的兼职，甚至很有可能陷入第
二层陷阱——诈骗陷阱。

今年读大二的刘昊在一位中介的引导下
从事话务员的兼职工作。起初，这位中介承诺
会提供 2500 元的无责底薪+500 元的业务提
成。而在到达培训地点后，刘昊就发现，这里
的业绩指标几乎很难达到。“打电话的时候，绝
大部分用户基本不会购买，而中介却承诺无责
底薪，我感觉没有合同做担保，不靠谱。”他们
住了一晚就走了。第二天，刘昊从其他员工那
里获知，这一家皮包公司随即解散了。

刘昊通过他人获知：“招聘平台背后的信
息都是中介发布的，据说拉一个兼职工就能获
得多少提成，中介对工厂的背景调查几乎没
有，陷阱更是防不胜防。”之后，他们不再选择
通过中介寻找暑假工作机会，而是尽可能通过
熟人介绍。

“黑中介”虚假承诺
暑期打工“陷阱”防不胜防

从找暑假工起，一些社会经验不足的大学生便
陷入了黑中介和部分用人单位的“层层陷阱”。不仅
会被招聘信息里虚假话术所迷惑，入职后，部分大学
生还会被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甚至是要求他们无限
加班等。

这个暑假，江西某大学日语专业的学生刘琳来
到一家快递公司的“驿站”，承担分拣、代取快递的工
作。原定每天从早8点工作到下午4点，日薪60元。
有时业务繁忙，老板要求刘琳多加1个小时班，却不
给单独的加班费。

离职前，刘琳向老板询问薪水结算问题。老板
声称“未做满20天不给工资”，而入职时老板从未提
及过此“规定”。在咨询了劳动仲裁等相关信息后，
刘琳多次和老板沟通，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按照工时
核算费用。

但让刘琳气愤的是，前两天上工时，老板并未
让刘琳打卡，结果老板又以此为由，扣除了她两天
的工资。

今年7月，同样在暑假期间打工的大二学生刘婷
去了一家新开的烤肉店，在后厨负责洗菜、切菜、整
理厨房等工作。在刘婷入职3天后，其中3位小伙伴
因为工作条件艰苦而选择离职。一时间，本该6个人
干的活儿压到了3个人身上。刘婷负责的工作范围
从后厨扩展到了前台，工资却没有变。

入职第7天，刘婷在备菜时不小心切到了手指。
请假遭拒后，她一气之下回了家。而当她提出离职
后，老板称其“无故旷工1天，要扣3天的工资”。

这并非刘婷第一次遭遇暑假被骗。早在两年
前，她第一次外出做暑期工时，中途无故被辞退，临
走前老板并未支付工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2修订）》
第六十八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
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
不超过4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24个小时
的用工形式。此外，第六十九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
双方当事人可以订立口头协议。

第七十二条对费用结算进行了明确规定：非全
日制用工小时计酬标准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人
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非全日制用工劳
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十五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大学生
在从事兼职工作时遭遇兼职单位扣除工资、强制加
班等情况，但由于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未与公司签
订合同，没有约定好具体的工作职责和薪酬制度，会
让大学生后续的维权困难重重。

拖欠工资成常态
暑期打工维权困难重重

大学生暑假打工：

“陷阱”防不胜防 维权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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