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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随意降工资、收取不合理费用、
工资被克扣等，记者调查发现，还有暑期
工遭遇诈骗的情况。

河南郑州的高中毕业生李媛无意间
浏览到一条网上刷单返利兼职信息，任务
简单报酬可观。点开对方发来的二维码
添加客服后，李媛观看了对方发来的一段
教程视频：下单398元—出现付款界面—
企业代付—订单完成后获得88元红包奖
励。

“对方让我付款时千万不要输入正确
的密码，要点击忘记密码，由企业代付。
可当我跟着教程视频操作之后就是面部
认证，然后就支付成功了。”李媛说。

李媛立即联系客服，对方“大为惊
讶”，称是李媛操作失误所致，之后每个月
都会持续扣费，并以指导退款为由，要求
李媛下载并登录某线上会议室，由专门负

责退款的工作人员指导李媛操作退款。
结果，李媛又被骗了600多元。

在母亲陪同下，李媛来到当地派出所
报案方才知道自己遇到了刷单诈骗，并且
得知这种情况下钱款追回难度很大，“真
是太倒霉了”。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些所谓“赚快钱”
“躺着就能赚钱”的兼职，背后隐藏的可能
是犯罪分子的陷阱，一些暑期工因此成为
违法“工具人”。

据公开报道，山东学生王某暑假想找
个兼职，从网上找到一个电商客服的工作
后，添加了对方留下的社交账号。对方告
诉她，只需要安装一部座机，开通座机的
呼叫转移功能，转移到他们公司的虚拟网
络电话上，会有专门的接话员与客户沟
通，她每天就能获得200元的收益。

按照对方的要求，王某花600元租了

一间公寓，办理好宽带业务后，就把这套
设备进行了安装设置，同时对方要求王某
删除双方的好友关系，并把她拉进了一个
社交群。结果，第二天王某就被警方查获
了。由于王某兼职时间较短，没有违法所
得，情节比较轻微，民警在收缴设备的同
时，对她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处以罚款
500元的行政处罚。

“想利用暑期赚取收入、积累社会
经验是好事，但兼职市场鱼龙混杂，一
些不法分子利用部分学生求职迫切的
心理，打着招聘的幌子挖‘坑’设陷。作
为学生族，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寻找兼
职；如果是在网上找到的兼职，一定要
先去实地考察。如果对方在你入职前
就要交纳培训费、中介费等各种费用，
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要轻信‘轻松
赚大钱’的招聘信息。”有曾经被骗的暑
期工提醒道。

（文中受访学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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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自然》新闻版块撰文指出，过去几十年
来，全球博士毕业生数量稳步增长。在中国和印
度等国家，这一数字更是呈爆发式增长。针对大
量的博士生人数，并没有足够多的研究机构的学
术岗位可以容纳得下，而许多大学也没有为毕业
生做好学术界以外职业的准备。

为解决博士生过剩的难题，业内呼吁推出诸
如“产业博士”的替代选择，能让博士生与企业合
作，完成面向实际产业需求的研究，并更好地满足
多样化的社会和劳动力市场的人才供给。

传统上，博士学位是终身学术生涯的“垫脚
石”。同济大学博士生导师朱鸿明教授对第一财
经记者表示：“近几年来，国内考博的人数越来越
多了，一方面是传统的本-硕-博-教职的职业路
径依赖，另一方面也因为硕士的就业竞争激烈，很
多研究生认为博士学历在就业中具有优势。”

《自然》援引数据显示，在中国，2013年至2023
年期间，博士生人数翻了一番，从约30万人增加
到60多万人。

“这个数字非常庞大，而且还在持续增长，”香
港大学专注于高等教育政策与实践研究的教授雨
果·奥尔塔表示。他分析认为，推动这一增长的因
素有很多，例如拥有学士和硕士学位的人数不断
增加，以及许多人期望投资高等教育能带来更好
的经济回报。

但奥尔塔表示，学术界的就业岗位数量并没
有跟上博士学位持有者数量的增长。

一位美国高校教授告诉记者，全球的“博士
潮”与过去十几年各国科研经费和项目的数量增
长也有很大关系。“当科研经费充足时，很多研究
课题负责人就有机会招募大量的博士生。”他指
出，但现在美国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财政预算
都在缩减，留给这些博士毕业生的岗位也不会那
么多了。

这意味着过去希望通过读博来追求学术生涯
成就的人未来可能需要从非学术工作领域寻求工
作机会。在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家，非学术
工作正日益成为博士生的常态。

据 2023 年的一项研究调查，在英国 4500 多
名博士毕业生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博士毕业生
在学术界以外的工作岗位就业。而一些在学术
界以外找到工作的毕业生从事着与自己专业相
关度并不高的工作，他们认为自己学历过高，但
由于专业对口度不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拥
有博士学历的人薪资也并不一定就比拥有硕士
学历的人高。

在这一背景下，教育界呼吁重新审视博士培
养的导向与方案，更好地帮助毕业生适应快速变
化的就业市场。

“我建议增加高校与企业联合培养博士生的
招生规模，以产业界需求为导向，在高校培养科学
思维、到企业解决实际技术难题。”朱鸿明对第一
财经记者表示，“相应的评价机制也应调整，以医
学工程博士为例，帮助企业解决具体的技术问题
是衡量其水平的关键，而非论文几篇或者影响因
子多少。”

上述人士所称的这类校企联合培养博士也被
称为“产业博士”。日本、德国和英国等国家已经
开始改革了，比如让博士生在研究期间接受培训
和带薪实习，或是推出诸如“产业博士”的替代选
择，“产业博士”让学生与企业合作完成他们的研
究。

在国内，多个领域也已经开始了这种校企联
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例如，上海理工大学东方泛
血管器械创新学院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就面向创
新医疗器械的市场需求，解决医工交叉的技术难
题。

在计算机领域，某数据库等计算机基础软件
本土企业与复旦大学等高校院所联合培养数据库
领域科技创新人才，学生毕业了能得到优先去对
口企业工作的机会，其中也包括博士毕业生。

“我们必须改变博士教育，培养面向市场需求
的人才。”一位参与校企联合人才培养的企业负责
人对记者表示，“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分析和批
判的思维能力都是就业市场所看重的。我们呼吁
企业与高校院所等构建多主体协同配合的创新联
合体，加速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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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聘影院检票员却被安排去洗碗

高中毕业生暑期兼职乱象调查
全球博士生过剩？“刚开始说好工资每小时 22

元，结果一到工厂，立马说每小时只
给13元。我说我不想干了，中介直
接扣下了我的身份证。”

前不久，来自广西南宁的准大
学生陈洋打暑期工时遭遇了这样一
幕。涉世未深的他顿时慌了神，只
得向家人求助。在家人轮番向中介

“讨说法”后，身份证才重新回到陈
洋手里。

陈洋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近
日调查发现，随着今年暑期来临，很
多高中毕业生秉持着积累社会经
验、赚点零花钱的想法，涌入暑期劳
务市场。然而有不少人却掉入了求
职陷阱。

今年高考一结束，陈洋就和同学一起
在某招聘软件上寻找合适的暑期工。和
中介谈好入职事宜后，他们一起来到了广
东广州。然而见到中介后，对方突然变
卦，将工资从先前谈好的每小时22元降
至每小时13元，并且还要求他必须先交
150 元的“车费+体检费”，“不给不能入
职”。之后，对方又以“先培训再上岗”为
由，让“暑期工和其他临时工去另一家工
厂上班”。

就这样，到广州不久，还没回过神来
的陈洋和同学又被大巴车拉到了位于广
东东莞的另一家工厂。到了那里后，一进
宿舍楼，工作人员就以“便于管理”为由收
取了众人的身份证件。

一路上的种种变动本就让陈洋心里
隐隐感到不安，身份证被收则成为压倒他
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才发生了文
章开头的一幕。

湖南长沙的沈悦也遇到了类似的事
情。今年高考结束后，想要“锻炼自己”的
她在某招聘软件上看到一则电影院招聘
短期检票员的信息后，遂添加对方联系方
式并前往面试。面试官声称需先交纳
380元“制服费及工作证费”，之后就近安
排工作。

“交了钱后，给我安排的根本不是
影院检票员工作，而是洗碗的工作，每
天工作 12 个小时，报酬只有 100 元/天，
每小时工资不到 10 元。这完全就是

‘挂羊头卖狗肉’。”沈悦回家后当即和
家人说明了情况，家人立即和对方沟
通，要求停止工作并退还 380 元，但对
方并不理会。

记者采访发现，即使能够正常入职，
不少暑期工还遇到了被克扣甚至不发工
资的情况。

此前，江西一学生暑期在快递驿站兼
职分拣与代收快递的工作，协议上写明，
她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下午4点，报酬
为 60 元/天，然而，业务高峰期老板让她
延长工作至下午 5 点，可始终未付加班
费。不仅如此，在她准备离职时，老板还
想赖账，提出“工作未满 20 天不付工
资”——这条规定在入职时丝毫未被提
及。经过反复交涉后，双方最终约定按实
际工时结算，但老板又以没有按时打卡为
由再次扣除了她两天工资。

“××书网店发布笔记赚钱，全程老
师指导卖货，卖一件赚取一件的差价，操
作简单容易上手。”

今年高考结束后，来自四川成都的林
静被某兼职 App 上的招聘信息所吸引。
对方称这项工作无任何门槛，货源也不用
自己准备，通过手机代发货就能赚取差
价。

对方提出要先交 98 元报名费，看林
静有些犹豫，对方随即发来“猛料”：原价
是298元，现在只需要98元，名额有限，先
报先得；98元包含店铺入驻+货源对接+
商品排版+运营推广指导+视频素材对
接+老师一对一实操教学开通账号权限
等服务，没有出单的话还支持退费。

紧接着，对方发来成功学员的案
例——有人两天内赚到上千元甚至上

万元，并反复强调“早点把账号打造起
来，就能早点增加一份副业收入”。一
套话术下来，林静当即交了报名费。

付费之后，客服为她对接了“专属老
师”，在老师的指导下，林静在手机上下载
了多款App，搭建起“个人店铺”、上架“高回
报率商品”。当第一笔订单到来之时，林静
却被告知，需要再额外支付2000元的合作
保证金才能去对接厂家真实发货，若一次
性付清有困难，可以先支付500元定金。

林静心中起疑，表示自己是学生没
钱，希望退还98元报名费，对方找各种借
口一拖再拖，后来更是直接不回消息，报
名费也“打了水漂”。

“高考结束后时间多吗？接涂色描线
吗？‘小白’也可以！”山东济南的陈可被中
介的宣传语所吸引，添加了对方好友。线

上沟通后，对方称“零基础也可以接单，勤
快点日入百元不是问题”，并让陈可试听
接稿直播课，完课领取试稿机会。

陈可回忆说，直播课时长约一个半小
时，老师未传授任何实用绘画技巧，大部
分时间都用来介绍兼职后可观的报酬和
推销培训课程，不断强调“前10名报名者
才有学费优惠，副业专修班预定后学费
563 元/月，全能班预定后学费 740 元/
月”，“零基础入门，手把手教学，接单渠道
定制+接单指导”，催促学员下单购买。

当陈可明确表示不打算买课，希望立
即试稿后，就再也没收到对方的回复。“后
来我听报名的人说，他们交钱后便被老师
拉黑，钱也没有追回。”

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近年来每
年暑期都有大量的高中毕业生遇到类似
骗局，骗子假扮教培等机构的中介，骗取
学生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的报名费、保证
金等费用后便杳无音信。

不合理收费不合理收费 钱没赚到还要倒贴钱没赚到还要倒贴

话术很诱人话术很诱人 一收到钱杳无音信一收到钱杳无音信

被骗钱难追被骗钱难追 甚至成为电诈甚至成为电诈““工具人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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