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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信用“充值”

其他地方情况如何？ 从记
者的调查来看， 目前还没有这
样的案例出现。

北京市12333热线的工作
人员表示， 目前没有把求职者
的跳槽记录与个人信用相联
系。

而上海市12333接线员干
脆告诉记者， 择业自由本身就
是劳动者的权利， 人社部门对
此没有权力也没有理由干预。
上海也没有将信用记录和跳槽
挂钩的政策。

虽然目前各地还没有出台
类似规定，但在将来，这会成为
可能吗？

一位曾经历过多次劳动仲
裁的人士对记者表示， 从现阶
段的法律法规来看， 要判断并
处罚所谓的“频繁跳槽”“恶意
跳槽”，并没有可行性。

该人士指出， 从他所看到
的案例来看， 除非劳动者在跳
槽过程中窃取了原公司的商业
机密， 否则不会干预员工的跳
槽行为。

也有人担心， 是否存在员
工通过反复离职， 骗取裁员赔
偿金的情况？对此，这位人士表
示， 只有被动离职才能获得劳
动合同法规定的赔偿金， 主动
离职得不到这笔钱。

频繁跳槽，也将影响个人信用？
浙江省人社厅回应：仅针对恶意频繁跳槽行为，相关细则尚在研究中

最近，关于个人征信，引起广泛热议的还有
“频繁跳槽将影响个人信用”之说。

“个人频繁辞职和就业，信用将成问题。”近
日，浙江省人社厅副厅长的上述发言，引起外界
的广泛讨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浙江省人社厅
回应，正常的跳槽肯定不会影响信用，针对的是
恶意频繁的跳槽行为，相关细则尚在研究中。

浙江拟用征信约束频繁跳槽，你怎么看？南
都NDX实验室发起热点站站队， 两天时间，共
有3017人参与投票， 其中81%的网友表示反
对。有反对者认为，恶意频繁跳槽行为本身，是
否属于信用体系的衡量范畴，仍值得探讨。

3月30日，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副厅长葛平安在宁波参加
了一场小型的企业座谈会，会上针对
招工难、员工流动频繁的问题，几位
企业代表“大吐苦水”。

对此，葛平安现场表示将就员工
离职实施制约措施，推进人社信用体
系建设。“对单位和个人我们都要建
立信用体系”， 他说，“个人频繁地辞
职和就业的话，那肯定他的信用成问
题了。”

频繁跳槽将和个人信用分挂钩？
这引起了网友的热议。4月4日， 南都
NDX实验室发起投票， 截至6日14

时， 在参与的3000多名网友中，有
2436人表示反对， 占比81%， 另有
581人持支持意见，占比19%。

支持者的主要观点认为，企业招
工和培养人才都需要投入成本，如果
人员频繁离职，肯定会给企业造成损
失。 并且恶意跳槽行为确实存在，有
人几天换一家企业，然后通过投诉来
索要赔偿金，中小企业也是“职场碰
瓷”的受害群体。

更多人则表示反对，因为在企业
面前， 员工绝大多时候处于弱势，企
业想裁员就裁员，员工一点主动权都
没有。难道离职就是信用不好？

个人征信报告查询次数太多会影响贷
款申请审批？记者采访了解到，如果过多查
询个人征信报告，的确会对贷款有影响。

据悉，个人信用报告的查询原因分为本
人查询、信用卡审批、担保资格审查、贷后管
理、贷款审批、异议查询等，其中信用卡审
批、担保资格审查、贷款审批等金融机构查
询记录属于硬查询。工行广州分行相关人士
表示，“硬查询”次数过多会对申请银行贷款
有影响。所谓“硬查询”就是因审查客户的融
资申请而产生的查询记录。

招行广州分行表示，不管是个人自己查询
还是授权别人查询，征信查询次数过多侧面表明
客户潜在负债压力较大，客户潜在风险较高。

融360贷款分析师吴超告诉记者， 一般
来说，一段时间内，个人征信报告因贷款、信
用卡审批等原因被不同机构多次查询，但征
信报告却显示该段时间内用户没有成功获
批新贷款或成功申请到信用卡，那么，银行
有理由推测该用户财务状况不佳，还款能力
堪忧，拒绝用户的申贷请求。

【事件】浙江拟用征信约束频繁跳槽？八成网友反对

4月4日，有媒体记者专门就“浙
江是否会将跳槽记录和信用体系挂
钩”的问题致电浙江省人社厅12333
热线。工作人员明确否认，还反复强
调：“这只是新闻媒体的解读和网络
平台的消息， 我们目前没有收到有
关文件，也没有定论。”

而此前，有浙江省人社厅的工作
人员回应称， 正常的跳槽肯定不会影
响信用，但有些人如果通过恶意、滥用
跳槽的方式， 从单位索要经济补偿金
等，信用才会受到影响。打算推进的信
息体系建设针对的也是恶意跳槽。

尽管浙江省人社厅已及时回
应，但外界的疑虑仍在。

记者总结发现， 公众的一个质
疑点在于， 如何界定会影响信用的
恶意频繁跳槽行为， 一年几次算频
繁，什么行为属于恶意？上述标准很
难量化和操作， 或造成滥用信用和

隐私泄露的风险。
在互动投票中， 当被问及如果频

繁跳槽计入个人信用系统，是否会影响
跳槽决定，有37%的人表示会受影响。

据悉， 目前浙江省人社信用体
系仍在研究中。 从投票结果看，有
22%的公众认为这套体系应考虑的
问题包括“不仅针对个人，企业的失
信行为也应纳入其中”。一些网友表
示， 如果企业方以隐瞒重要信息试
图让员工加快入职， 或者在面试时
承诺的基本不实现， 那么也该把相
关企业列入信用黑名单。

针对这一问题， 浙江省人社厅
相关负责人童伟宏曾回应记者，目
前这套人社信用体系仍在研究，失
信企业和恶意跳槽问题都会纳入其
中。未来如果要制定相关细则，将深
入调研听取各方意见， 以兼顾企业
和个人的利益。

【回应】仅针对恶意跳槽，失信企业也会纳入其中

处罚频繁跳槽
可操作性有多大

据了解， 个人有权每年2次免费查询本
人征信报告，其余查询每次收费10元。

即便自己很少或者不查征信记录，但是
实际上与金融机构签订贷款协议的时候，合
同中都会有授权金融机构查询的条款。

记者发现，各家银行对于查询征信的频
次要求并不一致。不过多家银行均以内部风
控规则，不能公开为由拒绝透露。

有业内人士表示，1个月不要超过5次，2
个月不要超过10次。

为了避免频繁查询， 有业内人士建议，
不要轻易查询贷款额度，也尽量减少信用卡
申请或互联网小额贷款的申请。

需要提醒的是，所有声称花钱就能洗白
征信的做法，一定是骗人的。

央行广州分行表示，个人征信信息只有
报送机构才有修改权限。如果个人发现自己
信用报告中的贷款信息错误，可以向贷款机
构质询，也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服务
网点申请异议处理流程来解决。

■来源：南方都市报、每日经济新闻、广
州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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