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发现，不少受访者的“培训

课程”都是从一个名为“青团社兼职”

的App上找的。新快报记者也下载

了“青团社兼职”App，打开首页就有

“语音聊天主播”“兼职骑手”“美容

师”等兼职岗位。记者随机点进一条

标记为“300 元/天”的视频剪辑“职

位”后，链接跳转为“视频剪辑课程”

页面，“适合人群”有大学生、“宝妈”

和待业人员等，提示信息有“本机构

对接各大商家，每天单量充足过剩”

“一个视频300-500元起，2000-6000
元的订单也常有”等。记者报名该课

程后，很快有“老师”来添加微信。“咱

们培训是对接资源一体化的，前期你

可以先学习，然后开始做单，后期拿

你做单的佣金每个月抵扣学费就

好。”在免费直播课程上，老师讲授的

剪辑技术很基础，但课堂中不断插入

“学习我们的课程，兼职收入很高”等

暗示性话语。

记者又报名了其他几个课程，发

现“培训贷”的套路几乎如出一辙：从

找兼职出发，被“能接单”“0 基础学

习”的课程吸引，在学习过程中被诱

导贷款进阶课程带来的各种利好，至

于风险则只字不提。若消费者手头

钱不够，便推荐签借贷分期付款以便

“继续学习”。倘若你的支付宝“芝麻

信用分”不够，就会被推荐使用倍好

付平台贷款。最终，不少人和小阳一

样，技术没学到，兼职没兼到，钱更是

没赚到，只背负了贷款和高额利息。

天眼查显示，青团社兼职App是

杭州弧途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的产品，

该公司成立于 2013 年，目前共有 15
条法律诉讼和 22条开庭公告。黑猫

投诉平台显示，截至3月12日，与“青

团社兼职”相关的投诉信息多达 822
条，涉及“虚假宣传”“诱导分期”“诱

导学生贷款”等。

新快报记者致电杭州弧途科技

有限公司了解相关“培训贷”问题，然

而截至发稿前，尚未得到该公司回

应。

倍好付平台又是否靠谱？天眼

查信息显示，倍好付是北京天途驰正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旗下注册商标，经

营范围包括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和互

联网数据服务等，其名下共有25条立

案信息。黑猫投诉平台显示，与倍好

付相关的投诉有 110条，不少消费者

表示该平台“与兼职机构引诱贷款”

“恶意催款”“以兼职欺骗大学生”等。

记者探访 推介兼职为虚，推销贷款课程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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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辑、设计……网上找兼职
钱还没赚到却差点办了一笔贷款

这些“培训贷”套路应警惕
“短视频行业赚钱吗？会剪辑薪资基本上8000左右”“平面广告综合

设计高薪班”“培训对接资源一体化”……你是否在短视频平台或社交软
件上刷到过这样的广告，心动过这些课程？小心，你可能已经“咬”上了培
训贷的诱饵。

如今，包括大学生在内的不少年轻人习惯在网络上寻找兼职，然而记
者调查发现，部分机构通过互联网，以配音、PS、各种考证课程为“套”，以
报名相关学科就能兼职赚钱为“饵”，先诱导学员购买高价课程，再极力劝
说学员进行贷款。学员贷款买课后通常会发现，课程质量变差了，兼职挣
钱更是子虚乌有。

中国消费者协会（下称“中消协”）提醒消费者，在支付培训费用时要避
免一次性交纳过大的金额，要特别注意甄别打着包高薪就业的幌子诱导
办理“培训贷”，避免掉入不良商家的“骗局”。

■新快报记者 杨依泓

想赚钱却变贷款

“分期”利息高达18%
“一开始是想去青团社App找兼职，

顺便学点剪辑技能，就报名了软件上推

荐的课程。”今年读大三的小北（化名）

是一名美术生，她对新快报记者爆料

说，“课程老师在软件上跟我聊了几句，

就让我加微信。上了几天免费课程后，

老师就让我去‘领取课程福利’。说是

不只能学剪辑，还能给我们派单，更有

‘助学金’名额。”

这些“福利”听起来很诱人，但小北

发现，其实就是让她先贷款，再用接单

的钱还贷款，“而且利息还不少”。一份

小北提供的“分期付款培训协议”显示，

该项培训费用总额为 4880 元，分为 12
期，每期需缴纳培训费406.67元、手续费

73.20元。也就是说，这笔“分期”利息高

达18%，超过了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

限定为LPR的 4倍的标准。此外，合同

里还规定，提前付款应支付手续费，“手

续费金额按照剩余应付培训费用总额的

5.00%计算”。违约金方面则规定“乙方

未按本协议约定完成付款义务的，每延

迟一日应向甲方支付培训费用总额

0.05%的违约金”。小北对记者说：“我原

本是想找份兼职赚点零花钱，没想到钱

还没见到一分，差点就贷款被背上‘负’

资产。”小北将自己的经历发上网，“没想

到有那么多人都和我有类似的经历。”

和小北一样，不少年轻人都是被“高

薪兼职”吸引，最后却是自己花钱上课。

所谓“接单”也赚不到多少钱。网友小阳

（化名）告诉新快报记者，一开始培训老

师告诉他是“免费培训”，“别的同学接第

一单就赚了160元”等，就是这些话，诱导

小阳一步步在海尔消费金融平台上“贷

了 4980 元，分 24 期，利息费是 1195.20
元”。按照这个比例，小阳借款的综合利

率约为18%。然而，借钱买了课的小阳，

却被培训老师以“错过时间了”为由拒在

了“接单群”之外。小阳表示：“到现在，

没有兼到职，更没赚到一分钱。”

小阳还向记者提到，培训课老师在

明知他是学生的情况下，为了让他“顺

利”借到钱，不断诱导他在分期页面选

择“不是学生”。而小北也表示，培训班

老师对她说过不少“诱导”贷款的话术，

例如“大学生小金库不够是正常的，现

在投资自己是为了更快实现经济独立，

你可以先交 100的首付，剩下的办理 12
期分期，一个月也就 300多”“大学生也

是可以借贷的”……

学生投诉
律师说法

中消协提醒

要勇于用法律手段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广东合邦律师事务所律师肖锦阳对新

快报记者表示，培训机构存在诱导消费的

行为，属于“对商品或者服务作引人误解的

虚假宣传”和“利用广告对商品或服务作虚

假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的行为，涉嫌

虚假宣传。

肖锦阳建议，对于线上兼职，可通过

“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渠道查询

其工商登记信息，了解培训公司是否具备

相关的教育培训资质及其他信息。其次不

要轻易添加陌生人的微信，不要轻易参加

打着兼职赚钱幌子的培训班，更不要轻易

在陌生网页及平台上转账汇款、办理贷

款。如不慎踏入“培训贷”陷阱或遇到疑似

“培训贷”诈骗情形的，应积极收集并留存

有关证据，切忌自认倒霉、息事宁人，要勇

于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及时

向公安机关报案。

事实上，对于大学生互联网借贷早有

相关规定。2021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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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放

贷机构外包合作机构不得向放贷机构推送

引流大学生”。零壹智库特约研究员于百

程在接受新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消费金

融公司等不得针对大学生群体线上精准营

销，营销活动不得使用欺骗性、引人误解或

诱导性宣传等不当方式，诱导大学生申请

消费贷款；要严格贷前资质审核，严格落实

大学生第二还款来源，严格把控大学生信

贷资质等。

要多方渠道了解培训机构口碑
2021 年，教育服务首次进入中消协”

公布的服务类投诉前十榜单。近日公布

的《2022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

析》中，教育培训类投诉达69164件，占服

务类投诉的6%，位列服务类投诉第三。

中消协提醒消费者，要多方渠道了解

相关培训机构的口碑，在签订培训服务合

同前要通过多种途径仔细查验了解培训机

构师资力量，避免被商家虚假宣传误导。

要认真阅读和清晰了解收费标准、违约责

任等合同条款，拒绝签订不公平、不合理的

协议。在支付培训费用时要避免一次性交

纳大量金额，不轻信不过包退等“赔本”承

诺，防止因培训机构经营不善或蓄意圈钱跑

路导致财产损失。要特别注意甄别打着包

高薪就业的幌子诱导办理“培训贷”，避免掉

入不良商家的“骗局”。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