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2024年春节假期结束， 各地将陆续进入春季招工旺季。 为防止被虚假招
工信息 “套路”， 误踩各种招聘陷阱， 劳动者在求职就业过程中应做好以下五类
事项， 切实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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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职业中介要找好

小唐在求职时， 通过网上浏
览看到某中介公司发布的招工信
息中有适合自己的岗位。 通过电
话联系好时间地点后， 小唐前去
面谈。 洽谈时， 中介公司说保证
小唐能顺利入职， 但需交服务费
和建档费总计1098元。 “因为经
验不足， 就相信了对方的说法。”
小唐说， 交费后工作一直未得到
落实， 再联系该中介公司， 对方
不作任何回复 ， 这才意识到被
骗。

【点评】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包括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和经营性职业中介
机构。 劳动者应尽量到当地政府
部门设立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求
职。 如果到经营性职业中介机构
求职， 则应当做到 “三看”： 一
看有无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和 《营业执照》； 二看有无公司
章程和固定的服务场所； 三看在
服务场所是否明示营业执照、 服
务项目、 收费标准、 监督机关和
监督电话等事项。 对从事网络招
聘服务的， 还要查看有无 《电信
业务经营许可证》， 是否在其网
站、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首页
显著位置持续公示 《营业执照》
《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 等信息，
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管理规
定》 第27条规定： “经营性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不得向个人收取明
示服务项目以外的服务费用， 不
得以各种名目诱导、 强迫个人参
与贷款、 入股、 集资等活动。 经
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向个

人收取押金， 或者以担保等名义
变相收取押金。” 因此， 在求职
时， 若遇到职介机构收取明示服
务项目以外的服务费用时， 如建
档费、 报名费、 培训费、 押金、
岗位稳定金等的 ， 应该提高警
惕， 谨防被骗。 一旦发现被骗，
应立即向人社部门举报或报警。

【案例2】
招聘信息要看好

2023年春节过后， 小沈到一
家研发销售保健器材的公司应
聘， 该公司宣称只要按要求开展
营销工作就可轻松月入万元， 半
年后即可以晋升到区域销售经
理。 然而， 小沈入职后的日常工
作就是拨打推销电话， 只有推销
出一款售价为28888元的保健床
垫才能拿到工资。 事实上， 该公
司资金严重困难 ， 经营状况很
差。 半个月后， 小沈担心该公司
是骗子公司 ， 就提交了辞职报
告。

【点评】
在找工作时， 应先通过企业

官网、 媒体报道、 工商登记注册
信息等渠道查询用人单位的资
信 、 发展情况等 ， 做出合理判
断。 发现以下一些特殊信号时，
一定要擦亮眼睛： 一是薪资水平
远高于行业水平。 在企业为自己
开出高薪的情况下， 劳动者要初
步了解当前岗位的市场薪资水
平 ， 然后结合自己的能力和价
值， 冷静分析是否具有合理性，
是否明显有违常理。 二是招聘存
在夸大或虚假宣传情况。 少数企
业在招聘中 ， 故意夸大单位规
模 、 业绩 、 业务范围 、 发展前
景、 工资和福利， 宣称 “工作轻

松， 月入万元不是梦想” 等。 对
此， 求职者应注意核对企业的工
商信息、 投资者信息等， 作出理
性分析， 谨防被 “忽悠”。 三是
美化岗位。 有的单位玩弄文字游
戏， 对招聘职位的工作内容模糊
处理， 将销售员、 业务员等职位
美化成 “市场部经理” “事业部
总监 ” 等有诱惑力的名称 。 对
此， 要详细询问岗位信息、 工作
内容， 不要轻信。 对长时间大量
招聘、 离职率高的公司， 要提高
警惕。

【案例3】
劳动合同要签好

小吴跳槽后进入一家公司担
任理财经理， 公司口头答应其月
薪3万元。 入职1个月后， 公司竟
然以暂时资金紧张为由拖欠工
资， 声称下个月一起发放。 可第
二个月 ， 小吴仍未拿到分文工
资。 随后， 小吴以拖欠工资为由
提起劳动仲裁， 之后诉至法院。
由于无书面劳动合同， 经法院调
解， 小吴只拿到了5000元工资 ，
还搭上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点评】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建立劳动关系的直接证据， 是
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有力武
器。 因此， 合同签订要慎重。 根
据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建立劳
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内容主要有
劳动合同期限 、 工作内容和地
点、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劳动
报酬、 社会保险、 劳动保护、 劳
动条件 、 劳动纪律等 。 在签约
时， 应当把合同条款看清楚， 注
意内容是否齐全和明确， 不能什

么条件都答应， 拒绝签 “霸王合
同” “阴阳合同”。 面对用人单
位不规范的做法， 劳动者应当立
即要求纠正或者向劳动部门投
诉。 如果一味忍气吞声， 一旦劳
动权益受侵犯时， 维权往往会很
艰难。

【案例4】
证据材料要收好

曹某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某
机床公司支付未签订劳动合同的
双倍工资、 补缴社保费、 支付经
济补偿金等。 庭审中， 曹某提交
一份机动车登记信息、 道路交通
事故认定书， 欲证明双方存在劳
动关系。 仲裁机构审理查明， 曹
某驾驶的小型汽车系某重型机床
配件公司所有， 而非某机床公司
车辆。 由于曹某无证据证明自己
与某机床公司构成事实劳动关
系， 故其请求被仲裁机构驳回。

【点评】
在用人单位拒绝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的情况下， 如何收集和保
存好能证明 “事实劳动关系存
在” 的证据， 就尤为重要。 根据
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确立
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 规
定， 劳动者应注意收集的证据材
料包括： (1) 工资支付凭证或记
录 、 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记
录； (2) 用人单位向劳动者发放
的 “工作证” “服务证” 等能够
证明身份的证件； (3) 劳动者填
写的用人单位招工招聘 “登记
表 ” “报名表 ” 等招用记录 ；
(4) 考勤记录； (5) 其他劳动者
的证言 ； （6） 其他证据材料 ，
如罚款单、 押金条、 书面处分材
料、 薪资欠条， 以及单位利用社

交媒体布置任务的记录等。

【案例5】
时效期间要记好

颜某于2021年7月1日入职某
公司， 该公司一直未与其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 2023年7月底 ， 颜
某提交辞职书。 在办理离职手续
时， 颜某要求公司支付未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期间的二倍工资差
额。 因被拒绝， 颜某遂申请劳动
仲裁。 庭审时， 某公司提出颜某
的诉请已超过仲裁时效， 应驳回
其诉请。 劳动仲裁机构支持了公
司的抗辩。

【点评】
时效十分重要， 如果主张权

利时超过时效期间， 就不再受法
律保护， 有理也会输掉官司。 在
索要二倍工资或者遇到辞退、 劳
动报酬 、 经济补偿等劳动争议
时， 如果向劳动仲裁机构申请仲
裁， 一定要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自己权利被侵害之日起1年内提
出申请 。 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
的， 还可以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
15日内向法院起诉。 另外， 如果
凭工资欠条讨要工钱， 则属于普
通民事纠纷， 劳动者可以在3年
内直接向法院起诉。

劳动者申请二倍工资的1年
仲裁时效， 是从劳动者在用人单
位工作1年届满之次日起开始计
算的。 本案中， 颜某在公司工作
2年后辞职时， 才诉请未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显
然已经超过仲裁时效。 在公司以
超过仲裁时效进行抗辩的情况
下， 劳动仲裁机构自然不会支持
颜某的诉请。

潘家永 律师

读者宁琼琼等7人反映说 ，
他们所在公司虽然能够每月按时
足额发放工资， 但一直未向他们
提供工资条。 当他们要求公司出
具工资时， 公司以其没少发、 没
拖欠工资为由置之不理。

他们想知道： 公司的做法对
吗？

法律分析
公司的做法是错误的， 即其

应当向宁琼琼等职工提供工资
条。

一方面， 公司具有向职工提
供工资条的法定义务。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6
条规定： “用人单位必须书面记
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 、 时
间、 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 并
保存两年以上备查。 用人单位在
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
其个人的工资清单。” 即基于保
障职工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无论
用人单位是否按时、 足额发放工
资， 都具有向职工提供工资清单
的义务。 这里的工资清单也就是
通常所说的工资条， 内容包括工
号、 职工姓名、 基本工资、 职务
工资、 福利费用、 应发工资、 实

发工资等， 不仅能比较全面反映
员工每月工资情况， 还能反映出
是否扣除职工的养老保险、 医疗
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失
业保险、 住房公积金及个人所得
税等等。 因此， 公司同样不能拒
绝提供工资条。 此外， 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 《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
关事项的通知》 第2条规定， 在
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时， 可以将工资条作为认
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参照凭
证。 即从这一角度看， 公司还侵
犯了宁琼琼等职工的取证权。

另一方面， 宁琼琼等职工可
以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 因为，
《劳动法》 第89条规定， 就用人
单位的违法行为， 可以由劳动行
政部门给予警告， 责令改正； 对
劳动者造成损害的， 应当承担赔
偿 责 任 。 本 法 第 105条 规 定 ：
“违反本法规定侵害劳动者合法
权益， 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已规
定处罚的， 依照该法律、 行政法
规的规定处罚。” 《工资支付暂
行规定》 第18条也规定： “各级
劳动行政部门有权监察用人单位
工资支付的情况。”

廖春梅 法官

公司已按月发放工资，仍需出具工资条

春节后求职就业应注意哪些事项？

编辑同志：
公司因不服劳动争议仲

裁而提起诉讼后，我在答辩状
中认可了公司提供的于我不
利的证据，但事后我又收集到
新的足以推翻公司证据的证
据。

请问：我能否就答辩状中
的相应内容“出尔反尔”？

读者：肖莉莉

肖莉莉读者：
你可以就答辩状中的相

应内容“出尔反尔”。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

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条
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一方当
事人陈述的于己不利的事实，
或者对于己不利的事实明确
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
须举证证明。 在证据交换、询
问、调查过程中 ，或者在起诉
状、答辩状 、代理词等书面材
料中，当事人明确承认于己不
利的事实的，适用前款规定。”

该规定虽然提及“另一方当事
人无须举证证明”答辩状中承
认的事实，但这并不等于法院
便可依此简单、机械地直接采
用，也不等于当事人事先无权
变更承认 。因为 ，这里涉及到
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包括直接
原则和言词原则，直接原则是
指法院必须在法庭上审查证
据 ，听取当事人 、证人等的口
头陈述 、辩论 ，核心在于法院
就审查必须具有“亲历性”；言
词原则是指当事人对诉讼材
料的陈述 、辩论 ，要在法庭上
以口头形式面对面进行，核心
在于强调质证必须具有“当面
性”。

有鉴于此，《民事诉讼法》
第七十一条规定 ：“证据应当
在法庭上出示，并由当事人互
相质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
六十条也指出 ：“当事人在审
理前的准备阶段或者人民法

院调查、询问过程中发表过质
证意见的证据，视为质证过的
证据。当事人要求以书面方式
发表质证意见，人民法院在听
取对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有
必要的 ，可以准许 。人民法院
应当及时将书面质证意见送
交对方当事人。” 这些规定表
明 ， 法院对于当事人在起诉
状 、答辩状 、代理词等书面材
料中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仍
应组织质证，当事人继续认可
的，方可作为当事人认可的证
据予以确认。

结合本案，虽然你在答辩
状中认可了公司提交的于你
不利的证据，但事后你又收集
到新的足以推翻公司证据的
证据，你自然可以在质证时反
驳， 法院不会在未经质证，即
缺乏法院参与的 “亲历性”和
当事人参与的 “当面性 ”的情
况下，机械地以你答辩状中自
认为依据。

颜梅生 法官

答辩状中认可的证据
劳动者发现新证据后还能反悔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