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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暑期， 伴随着刚刚过
去的 “毕业季”， 求职热也在逐
渐升温， 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
人满怀期待地走入职场。 而在
这条求职路上， 也并非所有人
都一帆风顺。 专家为初入职场
的 “菜鸟” 提个醒， 警惕求职
路上暗藏的各类陷阱， 依法保
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
开启职场生活的新篇章。

陷阱一：
入职前先交“培训费”

收到求职单位发来的 《入职
通知书》， 刚刚大学毕业的李小
年很是兴奋， 怀着对职场生活的
满心期待， 她开始做入职前的最
后准备， 可当她在认真阅读 《入
职通知书》 后， 不免有些疑惑。

“入职当天除了要携带自己
的学历证明外， 还要另交200元
的培训费 ？” 对于这样的条款 ，
李小年表示有些疑惑， 就打电话
问公司人事部门 。 得到的答复
是， “每一位新员工入职前都会
有一个相应的培训， 而培训时间
大概一周左右， 培训费用只是象
征性的， 避免入职员工没有完成
培训就离职。” 人事部门说的头
头是道， 李小年也不知道怎么办
才好。

“职位和薪酬对于我来说，
都挺满意的， 只有培训费让我有
点意外。” 李小年告诉记者， 对
此， 她也询问了很多同学， 也有
同学在求职过程中遭遇收取 “培
训费” “服装费” 等情况。 很多
同学为了得到工作机会， 只好妥
协交纳了相关费用。 对此， 李小
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专家说法：
勇敢对先交费再入

职说“不”
针对大学毕业生求职时用人

单位要求先交培训费的情况，记
者采访了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
中心的公职律师胡芳。她说，原劳
动部 《关于严禁用人单位录用职
工非法收费的通知》中规定，用人
单位不得在招工条件中规定个人
缴费内容， 劳动行政部门要加强
对用人单位招工启事、 简章的审
查，对违反规定的，应给予警告，
并责令其改正。 原北京市劳动局

在转发此通知时强调， 用人单位
在招收、录用职工时，不得以任何
名义收取他们的集资、风险基金、
抵押金、保证金、报名、培训、体检
等任何费用。由此来看，单位要求
应聘者先交培训费， 是不符合法
律规定的，求职者可以拒绝。 《劳
动合同法》第9条规定，用人单位
招用劳动者， 不得要求劳动者提
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
收取财物。

有些大学生为了尽快找到工
作， 迫不得已交纳了培训费。 对
于这种情况， 应聘者可以到单位
所在区的劳动行政部门举报， 由
其依法责令用人单位立即退还劳
动者。

陷阱二：
“试用”时间过长，充

当廉价劳动力
“我从元旦过后就开始在现

单位工作 ， 一直都处于 ‘试用
期’， 现在都7个多月了， 单位还
是没有给我转正 。 ” 向记者陈
述自己遭遇的女孩叫阮云， 她告
诉记者， 在她入职时签署的劳动
合同里明确写着， “试用期3到6
个月。”

阮云在工作3个月的时候 ，
曾尝试与主管领导沟通， 希望能
转正， 但主管领导表示， 她的试
用期还没有结束。 自信表现不错
的 阮 云 自 己 猜 想 ， 大 概 是 要
试用 6个月 。 于是她又勤勤恳
恳工作到了第6个月。 可进入第
7个月了， 主管领导还是不提转
正的事情。

“每次想跟领导提转正的事
情， 领导总是有理由推脱， 细数
我最近工作中哪里做得不好。 让
我继续努力 。” 阮云苦笑着说 ，
“刚入职场， 我只有谦虚学习的
份儿， 不敢强烈要求转正， 所以
就这样一直耗着。”

拿着试用期工资， 阮云心里

虽然很是憋屈， 但却不敢名言，
她询问记者， “我该怎么办呢？”

专家说法：
试用期长短劳动合

同说了算
与求职者约定较长的试用

期， 或者入职后单位迟迟不给转
正， 是一些大学毕业生曾经历过
的。 胡芳律师告诉记者， 对于试
用期的长短 ， 不是由单位说了
算 ， 法律在这方面有明确的规
定： 《劳动法》 第21条规定， 劳
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
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劳动合
同法》 第19条规定： 劳动合同期
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试用
期不得超过一个月； 劳动合同期
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 试用期
不得超过二个月； 三年以上固定
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同一用
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
次试用期。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
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
期限不满三个月的， 不得约定试
用期。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
限内 。 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
的， 试用期不成立， 该期限为劳
动合同期限。

这就是说， 试用期的长短与
劳动合同期限有关， 企业可以不
约定试用期或缩短试用期， 但不
能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 遇到单
位延长试用期或迟迟不给转正
时， 劳动者可依据上述法律规定
与之进行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可
向劳动行政部门举报。

陷阱三：
企业口头承诺难兑现

“我记得在应聘的时候， 是
老板亲自带队的， 承诺了很多福
利待遇 ， 比如年休假 、 过节补
助、 培训等等， 可是我在这里工

作快一年时间了， 很多福利待遇
都没有兑现。” 职工小高向记者
讲述了他的职场遭遇。

小高说， 由于面试过程跟领
导相谈甚欢， 他对相关薪酬和福
利待遇都非常满意， 在面试后的
第二天， 他就办理了入职， 并签
订了劳动合同。 “我没有太仔细
看劳动合同， 只是觉得都谈好的
事情， 不会有太大出入。” 小高
说， 直到工作三个月后， 他发现
身边很多同事都好久没有休假
了， 而且在与同事聊天中， 小高
也发现， 公司并没有按时发放过
节福利。 “有的时候效益好， 老
板心情好， 才会象征性地发放一
些福利， 但都是不确定的。” 同
事的无奈， 让小高回家很认真地
阅读了自己签的 《劳动合同》。

“我的 《劳动合同》 约定的
内容非常简单， 根本没有详细约
定面试时所提到的相关待遇， 包
括年底分红等等。” 小高告诉记
者， 他后来拿着 《劳动合同》 去
询问过人事部门， 但人事主管解
释说， 合同是全公司共用一个范
本 ， 没有进行个别人的个别约
定， 但老板承诺给每个人的， 都
会兑现的。 对于这样的解释， 小
高将信将疑。

专家说法：
无证据口头承诺不

受法律保护
求职时单位说的天花乱坠，

但不写入劳动合同， 最终口头承
诺无法兑现， 这种情况不是偶然
现象 。 对此 ， 胡芳律师介绍 ，
《劳动合同法》 第17条规定劳动
合同应当具备以下条款： （一）
用人单位的名称、 住所和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二） 劳
动者的姓名、 住址和居民身份证
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
（三） 劳动合同期限； （四） 工
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五） 工作
时间和休息休假； （六） 劳动报
酬； （七） 社会保险； （八） 劳
动保护、 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
护； （九） 法律、 法规规定应当
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劳动
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约定试用
期、 培训、 保守秘密、 补充保险
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

虽然法律规定的很明确， 但
个别企业不依法将必备条款写进
劳动合同， 这时求职者就要注意
收集口头承诺的证据， 当自己的
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确保能维
权成功。

陷阱四：
切莫轻信“天上掉馅饼”

前不久， 大学生求职误入传
销组织的新闻不断爆出， 这让很
多求职者在求职过程中都战战兢
兢， 如何擦亮眼睛， 分辨用人单
位是否正规？ 也成为很多初来乍
到的 “职场菜鸟” 们所需要学习
的重要技能。

采访中记者发现， 很多招聘
信息写得天花乱坠 ， “工作不
累 、 薪酬又高 ” 的 “天上掉馅
饼” 型招聘信息最受关注。 “我
和同学聊天的时候也会探讨， 如
何在这么多招聘信息中找准自己
的定位， 真得挺难的。” 李小年
告诉记者， 很多找不准职场定位
的同学， 都会乱投简历， 而直接
导致的结果就是 ， 要么石沉大
海， 要么上当受骗。

对于误入传销组织的新闻，
李小年表示， 大概是因为大学生
们的单纯和 “眼高手低” 吧。

专家说法：
警惕高薪诱惑， 避

免误入传销
大学毕业生涉世不深， 要避

免误入传销组织 ， 胡芳律师认
为， 求职时一定要深入了解招聘
企业的情况。 现在网络很方便，
从工商局官网上可以查到企业的
工商登记信息， 比如在哪里注册
的 、 企业性质 、 注册资金是多
少、 是否有相关资质等等。 相对
来说， 选择实力雄厚、 没有不良
记录的企业， 一般比较可靠。

扣押身份证件是传销组织控
制传销人员的一个手段。 《劳动
合同法》 第9条规定， 用人单位
招用劳动者， 不得扣押劳动者的
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 不得要
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
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 所以， 大
学毕业生求职时， 遇到对方索要
身份证件时先提供复印件， 千万
不可随意将身份证等重要证件交
给别人。

另外， 大学毕业生要对自己
有个正确的判断， 比如一个没有
工作经验的普通大学毕业生， 刚
入职薪酬肯定不会太高， 因而不
要被高薪所诱惑， 不要想着在短
时间内挣到大钱， 切记天上不会
掉馅饼， 若有， 也是陷阱。

最后， 去面试前先跟家人或朋
友打个招呼， 告知要去的地方、 应
聘哪家单位， 即使误入传销窝点，
也能让亲戚朋友第一时间报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