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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有老师
克扣学生巨额实习报酬一事引发广泛关注。
记者采访了解到，诸如职业院校学生被老师
带入工厂做流水线工人、实习津贴遭企业恶
意拖欠等损害实习生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究其原因，是因为大部分实习生尚未脱离校
园，无法签订劳动合同，并不能与受劳动法保
护的劳动者身份直接挂钩。因此，实习实训
违规收费、实习期间学生受到伤害、合法权益
保障不力等问题时有发生，尤其是职业院校
实习乱象更是屡禁不止。

校企合作备受争议校企合作备受争议

不少职业院校学生都曾有过难忘的实习
经历——实习工资远低于正常水平，甚至拿
不到工资。

江西某职业学院大三学生小李，目前在
南昌某加工厂实习，平均实习工资每小时15
元。“只要是学生，工资基本是最低的。尽管
工作内容差不多，但我们和同组工作的工人
收入差距很大。”小李说。

今年 7 月初，山东某职业学院的小林按
照学校要求，前往某酒店实习。经过两天培
训后在客房部上岗，每天工作时间为7∶50至
17∶30，中午有半个小时吃饭时间。因工作强
度过大，干了一个星期后她就腰疼得“受不
了”。医院的检查结果显示为不可逆的“腰椎
退行性病变”。

“我们实习生不能被辞退，辞退的话会被
学校记入档案，影响毕业。”小林说，后来她只
得选择自主实习，但去人力资源部门办理离
职手续时，原本说好可以结算一周工资，结果
拖到最后也没给她。

据了解，不少学生被派到外地去实习，往
往离学校比较远，工作时间、强度跟一线工人
相同。尽管被称为“带薪实习”，但工资往往都
很低，相当于用人单位变相降低了用人成本。

“当时我们一起去的有 50 个学生，被派
到一线，每天做一些穿线、打孔、包装的活。
为了顺利拿到毕业证，不得不待在那里卖力
干活。”小林说。

此次江西新能源科技职业学院事件也证
明了这一点。公开报道显示，该学院目前共
分为中专、大专两部分。其中，中专有强制实
习的情况，不去定点单位实习就不发毕业证，
而大专虽然学校也安排实习单位，但是学生
可以选择自主实习。学校在大三时会给不同
专业学生安排实习单位，实习地点遍布全国，
但大多实习单位都是加工厂，实习工资一个
月差不多 2800 元左右。如果学生自己找工
厂，实习工资基本会高出一两千元。

类似的校企合作让不少学生苦不堪言。
此前，四川某学院的多名学生就曾举报学校
存在违规收费行为。据学生反映，在 4 年的
学习时间里，学校多次向学生违规收费，除了
学费外，学校与企业合作，额外向每名学生收
取2700元的技能培训费，4年下来就得额外
交纳10800元，仅计算机专业就收取了70多
万元。更过分的是，2016 年到 2018 年间，学
校居然通知学生自行向企业交纳费用，否则
不给学分，甚至不发毕业证。

发生伤亡维权困难发生伤亡维权困难

今年11月10日，河南平顶山大三学生李
昊（化名）在公司通宵游戏直播近 9 个小时
后，回到校外出租屋休息时猝死。警方出具
的《死亡证明》显示，李昊属于非正常死亡，死
因为“猝死”。

“学校要求他们有6个月的实习，在网上
求职的时候，就找到了这家游戏直播公司。”
李昊的父亲称，公司与孩子签署的协议要求
每个月直播时长不得少于 240 个小时，孩子
原本是在白天直播，但11月5日后他开始夜
间直播，猝死前曾连续5晚通宵直播。

对此，涉事公司河南琴意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表示，公司与李昊签署的是《主播及公会
合作协议》，双方没有雇佣关系或实习关系，
李昊是结束工作后在自己租住的出租屋内死
亡，与公司并没有关系。

对于李昊的死亡，涉事公司是否需要承
担责任？

“虽然李昊死亡结果发生地不是在公司，
但如果死亡诱因与连续通宵工作有关，游戏
公司也应该对死亡结果承担一定责任。”广东
合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梦凯说，作为一家负
责任的企业，应该承担起对于实习生的责任
和义务，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如果公司与

实习生签订的是合作协议，那么也应该明确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合作建立在公平、公
正、互利的基础之上。

吴梦凯提醒，实习生一般是不享受工伤
待遇的，实习工作风险由实习生自行承担，所
以实习生应与实习单位约定好实习期内发生
伤亡的处理方法，以免事后自己的合法权益
得不到保障。签订协议时可协商办理意外伤
害保险，或与实习单位约定，发生伤亡事故
的，由实习单位比照工伤保险待遇的标准支
付伤亡待遇，以免因法律依据缺失而导致个
人权益受损。

监督机制亟待完善监督机制亟待完善

早在2016年4月，教育部等五部门便印
发了《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2022年

1月，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新修订的《职
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针对当前职业院
校学生实习中存在的强制实习、从事与专业
学习无关的简单重复劳动、侵犯学生合法权
益等问题，进一步划定“红线”。

然而，相关乱象为何依然难以杜绝？
在吴梦凯看来，有些学校、劳务公司、用

工单位相互串通、逃避监管的伎俩并不高明，
但由于实习生处于弱势地位、议价能力低、维
权意识弱、顾虑较多，一些学校、中介等有关
人员才会肆无忌惮，以致不少实习生失去了
说“不”的勇气。

“现实中，有的投诉得不到相关部门的及
时回应，实习生不得不在社交平台举报，还容
易因遭到恐吓、报复而放弃举报。”吴梦凯建
议，不仅要大力畅通实习生投诉举报渠道，还

要压实监管部门的责任，对不作为、慢作为等
相关部门及人员严肃追责。

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
范围介绍，实习单位对实习生权益的侵害集中
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劳动报酬权，尤其是职
业院校的定岗实习生，他们的工资报酬通常低
于市场水平；二是休息权，他们常常会被要求
长时间工作；三是职业安全卫生权，有些实习
单位的工作条件较差，没有对实习生进行足够
的培训和保护，使得他们可能遭受职业伤害。

如果学生的实习工资被克扣，能否追
回？吴梦凯认为，针对学生实习工资被克扣
的现象，学生应该第一时间搜集证据，保存能
够证明用工关系，包括打卡记录、工资流水、
上班时长等证据，要求对方按照用工报酬及
时支付。同时，也可以向当地劳动监察机构
投诉、举报，要求有关部门协助调查。协商不
一致的，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范围呼吁，企业在聘用实习生时，要注意
合法守规，尽管实习生不适用劳动法，但仍要
注意基本的劳动基准的普适性问题，如工时、
工资以及职业安全卫生的保护，应该与一般劳
动者一致，并且要注意实习生的培训。同时，
实习生在选择实习单位时，应该尽量选择正规
的实习单位，并且注意自己的合法权益，比如
要求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以
及要求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或雇主责任险。

范围认为，目前还存在制度不完善的情
形，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需要完善相应的监督机
制，督促其落实相应的培训、教育等责任。企
业参与职业教育应该重在教育，即使在企业进
行实习实践，也是在整个人才培养的体系下进
行。同时，还可以将职业院校和实习单位的

“黑名单”对社会公开，将职业院校的相关投诉
举报纳入评估审核的范围，对实习单位则纳入
社会责任评价体系。 本报综合消息

近年来，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以及商
机的不断涌现，共享理念得到了广泛的传
播，互联网租赁平台也随之大量出现。其
中，手机租赁业务通过“以租代购”的模式
以“低月租”为噱头，迎合了不少年轻人的
需求。有平台方称，消费者每月只需要支
付一杯奶茶钱，就可以拥有最新款或者更
高端的手机。

以“低月租”吸引消费者分期租赁，实
际上却隐藏着环环相扣的套路。有消费者
反映，大部分平台默认的租期是 1 年及以
上，一旦逾期就必须支付高额的买断费；还
有消费者遇到过暴力催收的情况。租赁手
机市场到底该警惕哪些风险？

去年11月，四川的李先生（化名）在租
赁小程序上租到了一部 99 新内存为 256G
的蓝色手机，租期一年，分12期支付，首期
仅需支付1 元，之后的11 个月每月需支付
445.33元。

今年11月12日，租约到期，根据合约，
李先生可以选择归还手机，也可以再花
6000 多元买断该手机。因为买断费用太
高，李先生最终选择归还，将手机寄还商
家。快递信息显示，11月14日商家已经签
收。不过，收到手机后，商家并没有终止合
同，而是要李先生支付将近1000元的折损

费，或者直接将手机买断。
李先生告诉记者：“商家签收之后，中

间间隔了两个星期，给我发了一张验机报
告过来，验机报告上面写的是有一些轻微
划痕，扬声器没有声音。”

这张商家提供的验机报告上写着，手
机为八成新，屏幕细微刮痕，边框轻微老化
和细微刮痕，后盖细微老化，扬声器无声。
这样的验收结果，李先生并不认可。他说：

“扬声器没声音根本不可能，如果没声音，
电话都接不到了。”

在寄出手机前，李先生拍了视频留底，
从视频看，手机看不出明显划痕。记者也
多次联系了与李先生对接的客服人员，截
至发稿前，对方没有给出明确回应。

除了到期归还时遇到索要折损费的情
况，手机监管锁的问题也让众多手机租赁
用户头疼不已。所谓的手机监管锁，其实
是商家对用户的一种限制，如果用户出现
租金逾期或者逾期未归还手机的情况，手
机会被锁定。

家住贵阳的张先生（化名）告诉记者，
上个月，他租用的手机到期，考虑到使用习
惯和手机里的资料存储情况，他决定买断
该手机。不过，买断之后，商家并没有解除
手机的监管锁，而是让张先生自行处理。

张先生说：“他跟我说他们平台已经解
除了（手机监管锁），客服也是这么说的，但
是我手机上还是显示‘监管’。他现在告诉
我，让我恢复出厂设置，如果恢复出厂设置
还是不行，就让我刷机。”

张先生称，手机的租赁费用加上买断
费用已经超过了去年同期该手机的官方售
价。

张先生说：“当时也没想这么多，但是
在后来还款过程中就发现，每个月还完，最
后结算的时候怎么花出去这么多钱，感觉
被坑了。”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租手机”为
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有近3万条投诉，涉
及期续租加价、买断价格远高于市场价、维
修时发现手机实为“翻新机”“资源机”、暴
力催收等，甚至有用户反映租到过“赃物”，
被警方没收。

在投诉较多的租赁平台首页，记者看
到 了 平 台 推 荐 的 热 租 爆 款 手 机 ，内 存
128G、租期一年，总租金为4243元，按月付
款，到期后如要买断，需支付尾款3545元。
按照该租赁合约，租金加上预估买断费用，
一年后该款手机的到手价为7788元。而该
款手机目前的官方售价为5999元。

此外，记者在该平台搜索发现，验收手
机、折损费定价、违约赔偿等环节完全由平
台和商家决定，用户几乎没有有效的申诉
渠道。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
副秘书长陈音江指出，商家有权自主设置
经营活动的规则，但要公平合理，不得损害
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他建议，市场监管
部门应加强对互联网消费金融行业的监
管，特别是在“以租代购”的模式下，大学生
等年轻群体存在超额支出、隐私泄露、遭遇
诈骗等风险，对于行业中存在的违法违规
行为，应及时进行监管。

陈音江说：“本身它是一个租赁机构，
现在网上有这么多消费者投诉，它的经营
模式值得有关部门重视，应该及时介入，要
查清楚这是不是一种合法合理的经营行
为，是不是存在隐性的安全风险，是否存在
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陷阱行为。”

本报综合消息

职校实习乱象缘何屡禁不止

手机“以租代购”背后暗藏猫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