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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求职“陷阱”
大学生们在就业市场中属于弱势群体

在求职的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可能的“陷阱”，为了使你能够顺利找到合适的职业，你还应该在求职的过程

中提高警惕，加强自我保护的意识。

1、试用期“陷阱”

每一个职位一般都会有最初的试用期，但有些用人单位

会利用“试用期”一说，延长试用时间，或是试用期结

束后用人单位以应聘者不合格为由拒绝续约。而在新

《劳动法》中的规定则是：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试用期只能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不允许单独签订试用期

合同……

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

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

用期的，试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警惕求职“陷阱”

2、虚假就业信息

现在就业信息的发布渠道很多：网络、报纸、电视广告、街边张贴、中介

等。

很多不法之徒就利用这些渠道发布虚假就业信息，如虚饰岗位是求职者遭

遇的虚假就业信息中的一种，即用好听的新名词、新概念包装岗位，实际

上就是让你去推销产品、做秘书等等。

除了这种骗人的手法外，还有高薪诱惑陷阱等。允诺付给你高出期望的薪酬，等到你上岗后做起来，才发现

那高薪只是空中楼阁，因为你的业绩根本达不到他规定的高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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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议

在浏览就业信息时，重视看信息发布渠道是否正

规，然后再通过登陆有关部门官方网站查看核实

用人单位的工商许可证、营业执照以及通过电话

向当地有关部门核实。

毕业生求职要克服急于求成的焦躁情绪，最好选

择由学校、当地教育、人事等政府部门举办的专

场招聘会，学校和这些部门信誉好，还可以帮助

毕业生把好第一道关。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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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骗取劳动力

有的公司纯粹出于节约劳动力成本的打算而招取工作人员，在试用期后又将其辞退。

有些企业在招聘时，并不明确告知试用期及工资，试用期即将结束时，企业便以各种理由辞退职员。

还有一些招聘单位以考试为借口，将公司接下的项目作为考题直接交给应聘者完成，在不付出任何成本的情况

下，骗取应聘者的劳动成果，最后并不录用任何人。

建议：
在进入试用期前，要多了解相关政策和规定。

即使在试用期间遇到了这种情况，也不要忍让退缩，要以相关

法律法规为武器，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出于对自身知识产权的维护，应在自己的方案、著作、

翻译稿等后附专属权说明。

否则，引起有碍作者著作权之问题，将可能承担法律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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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招聘为借口骗取财物

最大的骗局当属收取保证金、押金，其比例占到了28.16%。国家劳动和人事等有关部门早就明文规定，用人

单位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报名费、抵押金、保证金等费用，对于员工的培训费用，应当从企业成本中

支出。有些企业和公司置国家规定于不顾，巧立名目向应聘者收取费用，就是因为许多毕业生不了解国家这些

规定。

建

议

摆正心态。
大学生就业，实际上是在为自己

寻找一个奉献才华、收获成长的

工作，有自信的人才能够从容应

对。

找工作时，一定要了解清楚所求

职单位的真实背景和性质。

投简历前，可以通过自己的朋友、

工商部门、学校就业指导中心等

各种关系核实单位的真实性。

警惕缴纳费用。

国家明令禁止在招聘过程中以任

何的名义收取费用，包括培训费、

服装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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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协议陷阱

口头承诺如果没有在协议书中白纸黑字予以体现，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一旦协议主体间发生矛盾，吃亏的一般都是学生。

由于大学生维权意识缺乏，在求职中又处于弱势地位，对不平等条款要么不知要么不敢提出异议，使就业协议在某种程度上成

为“霸王合同”。

有些用人单位以就业协议替代劳动合同，究其原因，是用人单位在就业协议中的许多约定不符合劳动法规定，如果签订劳动合

同，许多不合法约定将不存在，难以实现对大学生的约束，不能达到其违法用工的目的。

口头承诺

不平等协议

就业协议代替了劳动合同



警惕求职“陷阱”

1. 毕业生在求职时必须清楚，所有的口头承诺都是无效的，也不可能完全

兑现。一定要按照要求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而且在毕业后应该签

订劳动合同，把双方口头商谈的内容全部写进协议，签约前还应反复检

查，保证协议内容无歧义和遗漏。

2. 同时要敢于向企业提问，认真了解企业的情况，充分论证后再签约，绝

对不要签订“霸王条款”。

3. 必要时，毕业生还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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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O.1 随意约定违约金。

2. NO.2 公司可以任意调换任何岗位。 

3. 霸王条款一：“公司有权根据员工能力、表现及工作需要，将员工调整到任何岗位。

4. 霸王条款二：“每个员工对组织分配的和调整的工作必须服从，并可根据工作需要派员工到全国任何地区工作。” 

5.  霸王条款三：“公司基于工作需要，可随时调整员工工作岗位、地点，不服从以违反劳动纪律处理，甚至解除劳动合

同。”

6. 霸王条款四：“公司可以随时调整员工工作，不服从者每天扣10%工资并处以警告。” 

7. NO.3 要求赔偿培训费和特殊待遇。

8. NO.4 试用期内单位可随时解除劳动合同 。

9. NO.5 员工辞职应经单位同意或批准，否则属违约。

常见的“霸王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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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观察公司的外部环

境和人员情况，办公所

在地的环境、公司人员

的基本素质等。

望
通过上网找资料、发帖

询问等，了解公司   经

营发展概况。

闻
对亲人、老师、专业人

士、同学、朋友     等

进行有目的的探询。

望

直接交手，试探虚实。在

面试时，不用只 做个回答

者，有提问的机会千万要

牢牢把握，别轻易失去一

次上佳的了解企业的机会。

望

规避就业陷阱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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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安全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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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安全应对策略

通过上网或其他途径查看，该单位登载的营业项目、招聘广告刊登的项目、公司现场所见三者是否相

符；01.

1、求职前的安全问题

通过登陆有关部门官方网站查看核实用人单位的

工商许可证、营业执照以及通过电话向当地有关

部门核实;
02.

谨慎过滤求职广告，看报纸或网络搜寻求职信息

时，应注意，凡具有以下特点的招聘广告，不要

贸然应聘。
03.



就业安全应对策略

面谈对方所提工作内容空泛时，不要被夸大言辞所迷惑；

身份证、毕业证书及印章等证件，不宜给对方；不可轻易出示银行账户号码及密码，以免不法之徒有机可乘；要求提供亲友

名单，身份证号码均可能有诈财之患。

2、求职过程中的安全问题

（1）擦亮眼睛，识别就业陷阱

观察该单位是否部门清楚，是否每个人都有工作在做，观察面试的过程是否草率；留意所应聘的职位是否真实存在，有时候

职位的名称好听，但是不符合实际功能；注意看该单位的摆设，是否像是天天都有人在办公。

（2）处处留心，确保人身财产安全 



就业安全应对策略

面试前几天，要留意该单位是否隐瞒工作

性质及业务性质；

要注意留心面试场地的外观与对外通道，

一旦有非正常事情发生，确保能够迅速撤

离；

面试时尽量不要随便喝饮料或吃东西；

面试前、后随时与他人保持联系，并告知

相关信息。

2、求职过程中的安全问题

（3）面试、报到时多观察

遇到相关问题，要敢于向有关部门反映；

在找到合适的工作单位，双方达成就业意向后，毕业生需要及时签订就

业协议书及劳动合同；在签订协议书前一定要对其内容反复斟酌，方可

落笔。

（4）谨慎行事，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应 对 策 略



就业安全应对策略
3、求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五不为

01. 不缴不知用途的款

03. 不购买自己不清楚的
产品

05. 不随便签署文件

02. 不将证件及信用卡交
给该公司保管

04. 不为薪资待遇不合理
的公司工作



就业安全应对策略
3、求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三必问

01 问自己是要找一份工作还是找一

个事业

02 问明薪资、劳保、健保、出缺勤

规定等劳动条件

03 问明确实的工作性质(内勤还是外

勤)及职务内容



就业安全应对策略

4、求职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五必看

02 看是否有潜在的人身安全

危险或暗藏求职陷阱

04 看面试时是否草率

轻易就录取

01 看是否是合法

经营的公司

03 看是正常运作的公司

还是皮包公司

05 看是否待遇优

厚得不合乎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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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权益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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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权益与维护
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应享受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同时根据目前就业政策法规的有关规定，除

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外，还应享有其他几方面的权益。

获取信息权

就业信息是毕业生择业成功的前提，学校和有关就业指导部门应如实、无保留地向毕业生及时提供就业信息。毕业生只

有在充分占有信息的基础上，才能结合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用人单位。因此，获得信息权是毕业生在就业过程

中最基本的权利，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

• 信息公开，即所有用人信息向全体毕业生公开。

• 信息及时，也就是毕业生获取的信息必须是及时、有效的，而不能将过时的无利用价值的信息传递给毕业生。

• 信息全面，毕业生有权获得准确、全面的就业信息，全面的了解用人单位的需求，从而做出符合自身要求的选择。



大学生就业权益与维护

接受就业指导权

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为毕业生、

结业生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

由此可以看出，毕业生有权从学校接受就业指导。学校应成立专门机

构，安排专门人员对毕业生进行就业指导，及时向毕业生传达有关就

业方针、政策、法规，并对学生进行择业观念、择业技巧等方面的指

导，引导毕业生根据国家、社会需要，结合个人实际情况进行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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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荐权

学校推荐往往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取舍，

毕业生在就业中有权得到学校的如实推荐。高校在就业工作中

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向用人单位推荐毕业生。

毕业生享有的被推荐权应包含这样几方面内容：如实推荐、公

正推荐、择优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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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择业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选择职业的权利。

因此，作为求职方的毕业生（委培生、定向生除外），在就业市场上享有自

主选择职业的绝对权利，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去选择自己将要

从事的职业。家长、学校和用人单位，可以为初出校门、缺乏工作经验的毕

业生，提供择业意向方面的建议、参考、推荐和引导，但不能强迫或限制他

们选择职业。

实行招生并轨后的毕业生要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指导下自主择业，只要符合

国家的就业方针、政策，毕业生有权自主的选择用人单位，任何强令毕业生

到某单位就业的行为都是侵犯毕业生自主权的行为。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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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劳动者就业不因民

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视”。

在当前，毕业生的公平待遇权受到很大的冲击，也最为毕业生所担忧。这一

问题的根本解决，还有待于相关法律条例的制订和完善。

就目前来说，更重要的是求职者本身维权意识的加强。毕业生在参加就业求

职过程中，应当享有平等就业权。

平等就业，应当包括及时、全面有效地获取就业信息，能被公平、公正对待，

参加“双选”时与用人单位自主洽谈协商。公平受录用权是毕业生最为迫切

需要得到维护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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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向选择的过程中，毕业生有全面获

悉用人单位信息、了解用人单位的工作

环境、福利待遇、发展前景等情况的权

利，用人单位有义务向毕业生和学校如

实介绍本单位的真实情况，任何发布虚

假招聘信息、对毕业生隐瞒本单位实际

情况的做法，都是对毕业生就业权利的

漠视和侵犯。

知情权

毕业生的就业协议一经签订，毕业生、

用人单位、学校任何一方不得擅自毁约，

都应严格履行。任何一方提出变更或解

除协议，均须得到另外两方的同意，并

应承担违约责任。如用人一方违约，毕

业生有权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违约责任，

支付违约补偿。

违约求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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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侵权行为

1、性别、户籍、身高、相貌、学校出身、

学历、专业、家庭关系、血型等歧视。

2、工作经验歧视。

就业歧视

1、将求职者的信息转让给他人或中介机构。

2、询问与工作无关的个人信息。

3、非行业需要，强行要求求职者检查乙肝指标。

侵犯隐私

1、隐瞒真相    

2、非法传销

弄虚作假

1、招聘过程中向求职者收取费用。

2、扣押求职者的居民身份证、毕业证、

学位证、档案等。

收取求职者的财物或扣压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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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就业权益与维护关键词——就业协议与劳动合同

就业协议是明确毕业生、用人单位和学校在毕业生就

业工作中权利和义务的书面表现形式。由国家教育部

或各省、市自治区就业主管部门统一制表。

就业协议书是三方协议，须毕业生、用人单位、学校

三方在就业协议书上签字盖章才能生效，缺少其中任

何一方签字盖章，就业协议不生效。

在签订就业协议的过程中，毕业生与用人单位是平等

的主体，双方不存在隶属关系，相互之间的法律地位

是完全平等。

就业协议

劳动合同是指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为确立劳动关系，

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文书，受劳动合同法的约

束和调整。

劳动合同是在学生毕业到用人单位到以后才签订。而

就业协议则是在毕业生派遣之前签订下的，习惯上认

为是劳动合同的预约合同，相关条款可带入劳动合同

中去。

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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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与就业协议的关系 

毕业生在校时，由学校参与见证、与用人单位协商签

订的，是编制毕业生就业计划方案和毕业生派遣的依

据。 

就业协议

毕业生到单位报道后，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

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

劳动合同

适用的法律、法规不同

适用主体不同；内涵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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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条款

用人单位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

劳动者的姓名、住址和居民身份证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劳动合同期限

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劳动报酬

劳动合同除前款规定的必备条款外，用人单位与劳

动者可以协商约定试用期、培训、保守商业秘密、

补充保险和福利待遇等其他事项。

社会保险：一般包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和生育保险

劳动保护、劳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

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纳入劳动合同的其他事项

劳 动

合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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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劳动关系要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满

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

个月但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二倍的月工资。

4、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合同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指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合同。用

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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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险
一
金

“五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

险

“一金”：住房公积金

其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这三种险是由企业和个人共

同缴纳的保费，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完全是由企业承担的，个人不

需要缴纳。

这里要注意的是“五险”是法定的，而“一金”不是法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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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招聘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身份证

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

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务。

在实践中，有些用人单位为了防止劳动者在工作

中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不赔偿就不辞而别的情

况，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在招用劳动者时要求

劳动者提供担保或收取风险抵押金的行为，是一

种不合法行为。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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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招聘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

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务。
1

劳动监察部门对这种行为进行大力查处，很多单位不敢再明目张

胆的收取抵押金，转而采取了一种变相的方法或手段，如收取服

装费、电脑费、住宿费、培训费、集资款（股金）等，变相收取

风险抵押金。

2

用人单位要避免劳动者给单位造成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就离开

的风险，应该通过加强内部管理的方式，而不是收取抵押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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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公平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

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

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

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

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对就业前的公民进行必要的劳动就

业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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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公平相关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

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

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获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权

利、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权利、享受社会保险和福利的

权利、提请劳动争议处理的权利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劳

动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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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公平相关法律法规

《劳动力市场管理规定》第十一条 

用人单位在招用职工时，除国家规定不适合从事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民族、种族、宗教信仰为由拒绝录用或者提

高录用标准。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条　
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

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国家采取必要措施，逐步完善保障

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二条　
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和

社会保障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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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公平相关法律法规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三条　
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除不适合妇女的工种或者岗位外，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

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各单位在录用女职工时，应当依法与其签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

务协议，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中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

 

《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四条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在享受福利待遇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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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字体名称

汉仪雅酷黑 85W

中文｜字体名称

汉仪中黑 简

稻壳儿PPT模板使用说明 （本页为说明页，用户使用模板时可删除本页内容）

01字体说明

【说明】

模板中使用的字体为【汉仪中黑 简】 【汉仪雅酷黑 85W】 ，仅限于个人学习、

研究或欣赏目的使用，   如需商用请您自行向版权方购买、获取商用版权。

02 素材说明

图片：

模板中使用的图片来源于【Unsplash】，该图片具有CC0共享协议，
您可在遵循CC0共享协议的情况下使用。

素材：

模板中使用的素材/插画来源于【Pngall 】【 Freepik 】 ，该素材具
有CC0共享协议，您可在遵循CC0共享协议的情况下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