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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中介打着代办“大学生创

业补贴”的旗号，利用信息差牟利，存在涉嫌虚假

宣传、诱导消费等行为。

比如，多家中介声称有官方“背景”，团队成

员“权威”。

创业者小邹向记者展示了其与中介的聊天记

录，中介反复强调“是人社局指定的合作单位，专

门辅导大学生创业，做政策补贴申报”。然而，记

者向相关部门求证，得到的回复是并未指定任何合

作机构。

在“导师做过评委”“辅导过的申请者成功率

90%以上”等话术诱导下，创业者小张花数千元购

买了“路演PPT制作”“路演培训模拟”相关课

程。“实际上课发现，导师并不了解今年的形势政

策，有些问题答不上来或是不合逻辑，所谓的‘路

演培训模拟’则是导师照着PPT念了一遍。”小张

吐槽说。

多名创业者反映，在申请过程中，中介多次以

“有助于提高通过率”等为由，诱导参加不同名目

的辅导培训，收费不菲。

记者从一名创业者那里拿到的一张收费清单显

示，政策宣讲、商业计划书撰写等十几个项目费用

从500元到两三万元不等。“前期我们支付基础辅

导费的时候，中介从未提供过这张清单。等后期我

们拿到补贴时，中介突然拿出这么一份清单，声称

我们已享受过全部服务，必须照表付费。”该创业

者说。

“还有的中介会在场地上‘做文章’，抽成场地

补贴，并充当‘二房东’，租给创业者的办公地点

不仅实际面积缩水，且租金远高于市场价格。”知

情人士张源说。

记者注意到，部分中介还暗示可以通过弄虚作

假、伪造材料等申报补贴。

记者以大学生身份与一家中介机构联系时，中

介声称：“抓紧注册一家公司，后面的交给我们处

理，之前就这么办过。”有中介工作人员透露，经

手的大学生创业项目，不乏空壳公司。

代办领创业补贴？
小心被中介“收割”

轻信“钱从天降”
被“收割”

大学毕业没多久的小孙在浏览社

交平台时被一则广告吸引，广告称可

以帮助申领数十万元的大学生创业补

贴，并表示“这类补贴相当于‘钱从

天降’，很多人不了解，错失了领取

机会”。

小孙联系上发帖人，对方自称

是代办中介，可以从零开始全流程

操作，“你的情况大概率能领到10万

元，我们的通过率接近100%”。听

了中介的说辞，小孙支付3万余元委

托代办，但所谓的补贴迟迟没有消

息，中介则以各种理由搪塞，并拒

绝退款。

小孙的遭遇并非个例，仅他知道

的和同一家中介有纠纷的就有30余

人。据了解，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多

地出现大学毕业生因申领创业补贴与

代办中介产生消费纠纷情况，纠纷金

额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

记者搜索发现，社交平台上，

“大学生创业补贴”相关帖子数量不

少，有些单条浏览量过万，多数是代

办中介发布的广告。这些广告在标题

上将大学生创业补贴与“白嫖”“大

便宜”“待薅羊毛”等噱头绑定，有

些文内附有到账截图，很多人在评论

区留言询问。

一名求职领域的自媒体博主透

露，中介会引导留言者私聊，让其

相信创业补贴金额虽多，但申请流

程复杂繁琐，甚至只有通过中介才

能成功申领，“其实部分中介的到账

截图是P过 （指已被制图软件处理

过）的假图”。

据了解，为支持大学生创业，多

地出台系列举措，包括为符合条件的

创业者提供不同类型、从几千元至几

十万元不等的补贴。在申报时，个别

地区要求自主申报，禁止中介机构虚

假包装和代报行为。

“如果是真实创业，按照各项要

求准备好相关材料，补贴申请并不

难。”有自主申领成功的大学生创业

者告诉记者，各个环节比较清晰顺

畅，并不像中介渲染得那么复杂。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有部分地区的人社部门对

中介机构代报创业补贴等行为进行了风险提醒。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金忠明表示，就业是

最大的民生，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关系千家万

户。一些不法中介利用大学生等群体不熟悉政策、创

业经验不足等信息差牟利，应高度重视、及时整治，

保护年轻人创新创业的沃土。

前不久，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维护广告市场

秩序 营造良好消费环境的通知》，聚焦重点民生领域

和互联网新兴媒介，围绕“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广告活

动”等方面开展广告市场秩序整治。

受访人士认为，社交平台上广告内容、形式多

变，对一些账号发布的补贴政策等相关服务性内容，

平台要更加严格审核。应运用大数据监测、AI识别等

技术手段，及时发现并处置存在误导性、虚假宣传等

账号、信息。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

音江建议，有关部门加强监管执法，完善协同治理长

效机制，联合平台建立广告信用档案，对存在违法广

告行为的中介严格处罚，列入行业“黑名单”并定期

公示，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机制。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人社、教育等部门多

措并举，加大创业支持政策宣传力度，广泛提高政

策知晓度；包括推动就业指导、创业服务进校园，

多渠道开展青年就业创业政策服务宣传，通过

12333 服务热线接受青年就业创业咨询并及时受

理、查处侵权线索等。部分地区探索简化申领程

序，通过“免申即享”“直补快办”，让符合条件的

创业主体直接获得相应支持。

多位专家建议，各部门聚焦青年创业创新过程中

的需求痛点，有针对性地加强政策解读、培训指导，

努力为广大青年创业铺路搭桥。

“创业者也应树立正确观念，主动了解政策内容，

通过正规渠道申领补贴，提高警惕，不抱有侥幸心

理，不弄虚作假，避免上当受骗。”金忠明说。

（据新华社上海7月3日电“新华视点”记者王默玲、
程思琪、李峰洲）

揭背后“套路” 强化协同治理

“创 业 补 贴 8 万
（元）到手”“专业团队指
导”“一站式领取”……
一段时间以来，部分中
介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大
量代办广告，宣称可以
帮助申领大学生创业补
贴。然而，在中介的操
作之下，一些人非但没
领到补贴，反而陷入纠
纷之中。

新华社发徐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