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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兼职遭遇连环骗

11月3日，长沙某高校大二女生唐静在网
络上看到一则兼职信息， 称上海文艺出版社
的一家机构招聘兼职打字录入员。 薪酬条件
非常优厚： 输入1万个字可以得到1000元的
报酬，2个标点符号算一个字。

唐静告诉记者：“公司承诺每个月跟我结算
一次，并且只要签订了兼职协议，就先给我预支
这个月工资的40%作为定金。在沟通时，公司说
第1个月给我一个10万字的单子， 我可以得到1
万元。这么高的报酬，我马上就心动了。”

在唐静简单填写了自己的基本信息后，
公司立即告知，她的面试已经通过，但要寄10
万字数的小说手稿给她， 需要她先支付50元
的快递费。“我一想50元也不算多， 就给他们
汇过去了。”没想到，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马上， 公司的电话又来了。“按10万字计

算的话，我这个月可以领到1万元。但他们说
在签订协议前必须要我承担全部工资80%的
个人所得税，公司为我承担其中的500元。”唐
静说，自己又将仅剩的500元生活费全部汇入
对方指定的账户。

之后，公司又一次打来电话，称手稿属于
公司的商业机密，必须缴纳2000元保密费当
押金。等手稿录入完成后，保密押金会退还。

“我太想要那份工作了。”唐静说尽管有怀
疑，她还是借钱凑齐了2000元给对方汇去。

当唐静再次耐心等待时， 等来的却又是
公司要求打款的电话。“他自称是这家公司编
辑部的主管，说因为工作人员的疏忽，本来寄
给我10万字数的书稿错寄成20万字的了。因
多了10万字， 个人所得税和保密押金都必须
增加，要我继续汇钱。”此时，唐静才意识到这
可能是一个无止境的连环骗局。当她提出解除
合作、退钱的要求时，却再也联系不上对方。

两个班56名学生中有20人被骗

记者调查发现， 在一所高校商学院大二
的两个班56名学生中，就有20人曾兼职被骗。
其中最容易受骗的工作均以高薪为诱饵，适
合大学生课余时间完成的简单工作。 鉴于大
范围的诈骗，在这56名被调查的学生中，有九
成学生认为网络兼职是骗局。

11月20日，多所高校保卫处仍在转发“在
校大学生兼职防骗的安全提示”。

记者看到其中一则消息：“以创业加盟为
理由的传销团伙。 两所学校已经有人上当洗
脑，正在为发展下线拉人。请大家保持警惕。
把消息发到各自的班或其他学生群内， 千万
别上当！” 这在长沙各高校引起不小恐慌。湖
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对记者说：“我们寝室
四个人都做过兼职，都被骗过，这让我们还怎
么敢勤工俭学？”

大学生找兼职频遭连环套骗局
仅河西某院校两个班就有20人上当 监管陷盲区，高校吁建联防机制

学生维权遭遇监管缺位
高校呼吁建立联防机制

“最让我们感到无助的是维
权，除了老师，不知谁能帮我们。”
记者调查时不少学生说，“信息难
辨是大学生兼职首要面临的一个
难题。 兼职信息主要来自校园内
张贴的广告和一些网站发布的招
聘启事， 由于许多信息未经任何
部门和学校检验、核实，不少同学
因此上当。”

有教师和学生分析认为，教
育、 劳动、 工商等部门的监管缺
位， 是导致大学生短期工市场混
乱的根本原因。

“如果学校能与教育、 劳动、
工商部门建立联动监管机制，就
能有效防止学生兼职受骗再次发
生。”湖南涉外经济学院院办主任
鞠晨曦认为。

就该校而言， 学生们在学校
的指导下成立了“兼职吧”的学生
团体自治组织。“兼职吧” 一位负
责人说：“我们这里汇集了长沙市
大量的在校学生兼职信息， 都是
通过核实后向同学们发布的。同
时， 还可以向同学们提供一些关
于兼职就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监管

▲ 11月19
日，湖南涉外经
济学院，一名学
生正在查看校
园兼职信息。
记者 戴鹏 摄

今年9月份起，在长
沙河西的高校， 一则关
于“防止在校大学生兼

职被骗的安全提醒消息” 在QQ
群、论坛和微博中热传。

记者调查发现， 这则消息并
非空穴来风， 仅在其中一所高校
商学院大二的两个班56名学生
中，就有20人曾兼职被骗。

■记者 戴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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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职骗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