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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上班就背债，退出还要高额赔偿……

“培训贷”套路到底有多深？
还没上班获得收入，

小覃就背上了一身债。
为了解除不合理的合约，
她还不得不进行了高额
赔偿。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
来，全国多地曝出大学生
求职者陷入“培训贷”陷
阱。近期随着毕业求职
旺季来临，求职者须警惕
这些套路多多的“培训
贷”公司。

高薪招聘？
未入职先背“贷”

“月薪6000元还另有提成，
一天只用工作3小时，公司还包
住宿，结业之后即具备高级舞蹈
教练资格。”看到广西南宁市西
乡塘区某家舞蹈培训机构招聘
舞蹈学徒的信息后，小覃前去
求职。

经过面试，店长熊某表示要
得到这份工作，需要接受3至5个
月的培训，培训费、办理教练证
费用和进修费一共是27800元。
如果舞蹈学徒在培训期内协助
教练按照教学计划要求完成教
学任务，这些费用由公司来
承担。

小覃觉得现在找工作不容
易，粗略浏览了一下协议书就签
字了。其间，有两名男子要求她
解锁手机，一番操作之后让她对
着手机拍照。小覃以为是办理
入职手续，没太在意。回家之
后，她翻看手机记录时发现，自
己 通 过 两 个 网 贷 平 台 贷 款
27800元，加上利息，还款金额
超过3万元。

小覃感到上当受骗了，随即
向劳动监察和公安部门报案。
在两个部门的调解下，小覃与这
家机构签署了调解协议。但因
为此前签署的培训协议上有违
约条款，小覃无奈支付了8000

元违约金。
“执法人员说，如果去法院

起诉，可能不用支付违约金，但
我想尽快脱身。”小覃说。

在广西南宁有多家该舞蹈
培训机构的分店。记者以应聘
舞蹈教师的名义走进位于南宁
市青秀区的一家分店。店长莎
莎介绍，该机构在广西、广东等
地均有分店，要求培训考证之后
上岗。莎莎向记者推荐了费用
为27800元的全能店长教练班，
并称可以0元学习，前提是要从
网络贷款平台分24期贷出全额
学费。

“前6个月在不迟到早退情
况下，我们帮你还款；6个月后你
顺利毕业，我们负责帮忙安排工
作，每月底薪6000元加提成，你
就可以自己还款，这样算下来你
没有任何经济压力。”莎莎说。

见记者对从网络平台借款
交费的方式表示犹豫，莎莎说：

“网络平台相当于第三方担保机
构，是为了约束学员，让学员能
更快学到技能。”聊天中，该店长
不断以“培训结束就能拥有光明
前途”“网贷学费偿还容易”等劝
说记者尽快签约，甚至表示未来
做得好还能开店做合伙人。

记者通过内部人士拿到一
份该舞蹈培训机构的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总部在广东东莞的这
家培训机构在各地招募代理商

并收取费用，代理商需要继续发
展加盟商，收取的加盟费与总部
按比例提成，加盟商可以使用该
舞蹈机构的品牌，但经营中产生
的债务、纠纷等由加盟商自行
承担。

记者了解到，有些“培训贷”
公司为逃避执法部门打击，往往
会办理一些门槛要求不高的资
质，甚至开连锁培训机构。知情
人表示，这些公司真正的盈利点
在于办理“培训贷”后小贷公司
给予的返点、收取的高额培训
费，以及发展加盟商后的利润提
成。当吸引一定数量的求职者

“入套”后，这些公司就会以经营
困难等各种理由“卷款跑路”，以
逃避责任。

披上“合法”外衣，
职场“小白”防不胜防

在一些互联网投诉平台上，
关于“培训贷”的投诉有很多。
不少网友抱怨“被套路”，遭遇

“霸王条款”“公司跑路”“退款
难”等。

在某网络留言区，大学毕业
生小梁讲述了他被南宁市一家
培训机构以招聘名义骗办“培训
贷”的遭遇。记者4月底到南宁
市民族大道某大厦该公司办公
地点走访发现，原本的办公室已
经搬空，墙上的公司名称被遮

挡。大楼的一名保安表示，这家
公司近期已经没有继续经营。

南宁市西乡塘区劳动监察
大队大队长甘锡海介绍，这些培
训公司以高薪、工作轻松、前景
光明等虚假承诺为诱饵，要求求
职者办理“培训贷”。但培训结
束后，承诺往往无法兑现，求职
者还要一直承担贷款的利息和
费用。这些公司并不会与办了

“培训贷”的求职者签署正式劳
动合同，而是以所谓的“协议书”
替代，并设置一系列明显不利于
求职者的苛刻条款和高额违
约金。

记者获得了一份南宁市某
培训公司与培训学徒签订的协
议书。协议书显示，求职者在两
年的培训期内以贷款形式分期
向培训公司支付27800元的服
务费，如果两年内做到不迟到不
早退，培训费用由培训公司承
担；一旦有迟到早退或其他违约
行为，学费由求职者自行承担。
至于退费，则需要在协议生效7
天内提出，且求职者需支付已支
出的有关费用和40%的违约金。

协议书还规定求职者不能
向任何第三方披露有关内容，否
则将向公司支付5万元至10万
元不等的违约金，以及公司因此
蒙受的全部损失和因参加诉讼
或仲裁所产生的全部费用。

广西民族律师事务所副主
任田志远表示，这类合同特点是
公司利用自己优势地位订立格
式条款，为对方设置苛刻的条
件，排除对方主要权利。

求职旺季需加强监管
维护求职者权益

2019年4月，最高人民法
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
法部联合印发《关于办理“套路
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对“套路贷”新型黑恶势力犯罪
开展集中打击。今年2月，银保
监会、央行、教育部、公安部等五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

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
理工作的通知》，对大学生互联
网消费贷款进行了明确规定。

随着相关部门对“培训贷”
等“套路贷”的打击力度不断加
大，这些“培训贷”公司也越来越
善于伪装，让求职者防不胜防。

北京市炜衡（南宁）律师事
务所律师黄宇表示，这些公司的
经营行为涉及金融监管、公安、
市场监管、人社、教育等多个部
门，法律关系十分复杂，一些求
职者明知自己上当受骗，但难以
承担维权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
本，往往会自认倒霉、息事宁人。

业内人士建议，相关部门应
齐抓共管，加大对“培训贷”的打
击力度。

黄宇表示，建议教育、人社、
公安等部门通过“防骗进校园”
等形式，加大对毕业大学生金
融、就业、法律方面的知识培训，
提高毕业生对各种形式“培训
贷”陷阱的辨别能力和自我保护
能力，增强防范意识。

南宁市12315中心工作人
员颜红日建议，加大防范“培训
贷”的宣传力度，提示大学毕业
生谨慎使用金融贷款，并保留好
相关消费凭证，用法律武器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在与培训机
构签订协议与合同时，应仔细阅
读核对相关内容，对于不利的条
款应及时提出，商议或修改后再
签订。如不慎踏入“培训贷”陷
阱或者遇到疑似“培训贷”诈骗
的情形，应积极收集并留存有关
证据，如涉及教育培训纠纷的，
向培训机构注册地所在的教育
主管部门投诉；涉嫌诈骗的，应
向公安机关报案。

甘锡海说，“培训贷”乱象涉
及多个行业领域，仅靠某个部门
单独执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应厘清市场监管、人社、公安
等部门的职责权限。对涉嫌合
同诈骗，以欺诈、胁迫等方式强
制捆绑培训贷款和非法集资等
违法行为，坚决予以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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