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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看中国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4 日
电 近日，有网民反映乘坐网约
车请求开空调时，竟被要求额外
付费，引发网民广泛关注。有关

“网约车额外收费是否合理”“平
台经济参与者不当行为如何监
管”等问题成为舆论焦点。

7月 28日，在湖南读书的
小曹就遭遇了“滴滴出行”司机
加收两块钱空调费的事情。他
气愤地在“滴滴出行”官方微博
留言反映。留言后，滴滴主动联
系小曹，补偿给小曹一张10元
的优惠券。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存在开
空调额外收费外，下雨、深夜等
特殊场景下也存在网约车司机
乱收费现象。而司机普遍反映
的理由是经营压力大，赚不到
钱。

有业内人士认为，网约车司
机的不当行为不仅会影响消费
者参与平台经济的意愿，更会阻
碍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如何规
范其行为对于平台经济的健康
发展至关重要。

“滴滴出行”等网约车平台
相关负责人表示，配合乘客开关
空调、窗户等服务是司机必须遵
循的基本标准，司机额外收取附
加费是违反平台规定的，平台会
对违规司机进行教育管控，并降
低司机的服务评分，从而间接影

响到司机的收入。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目前网

约车平台拥有相对透明的计价
规则和完备的服务标准，但平台
的监管能力还十分有限。对于
司机在软件中添加自定义费用
导致的纠纷，平台核实后能扣除
不当所得返还乘客。但对于通
过微信红包等方式支付的额外
附加费用，需要乘客提供更多的
证据以及进行更烦琐的操作。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
治研究会会长、北京市汇佳律师
事务所主任邱宝昌认为，消费者
维权需要充足的证据，要占用一
定的时间和精力，维权成本相对
较大，往往面临“费力不讨好”的
情况，仅靠消费者投诉、平台监
管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对于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
发展，邱宝昌等专家和业内人士
建议：首先，平台要提升从业人
员的准入门槛并建立合理的退
出机制；其次，平台要建立健全
标准明确、流程清晰的消费者投
诉和举报机制，降低消费者维权
成本，同时完善从业人员的利益
保障机制，避免额外成本转移到
消费者身上；最后，市场监管部
门要与平台之间形成投诉举报
的信息共享机制，通过信用体系
规范平台经济经营者和参与者
的行为。

网约车开空调竟要乘客加钱
平台经济该如何规范引发关注

据新华社广州8月 14
日电“史上最难就业季”“录
取比例创新低”……随着秋
招即将到来，一些线上求职
中介平台一方面制造求职恐
慌，一方面声称有“内部资
源”，推出“内推”“保offer”
等项目，收费从几千元到数
万元不等。是否交了钱就真
的可以保证录取？“新华视
点”记者进行了调查。

想“内推”先交高额培训费

“××企业2020秋招正
式启动！我已入群领取专属
内推码，提前一年拿全职
offer！”看到朋友圈里出现
这样的信息，广州的应届毕
业生小王兴奋不已。扫码入
群后发现，想要获得内推资
格，需要参加6000元到5万
元不等的线上求职培训班。

记者注意到，类似这种
打着“内推”旗号的文案，在朋
友圈、应届生求职微信群、
QQ群里病毒式扩散。记者
调查发现，所谓的“内推”都附
加着一纸高额培训费用单。

“保offer”套路满满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平台

力推的“保offer”套路满满。
爱思益求职平台工作人

员向记者推荐了一个费用高
达 49800 元的“V 计划”项
目，称这个项目是企业内部

“在职员工担任导师带你梳
理行业知识，熟悉网申、笔
试、面试流程，可以帮你拿到
offer。”

中山大学一名曾报过爱
思益49800元“V计划”的求
职者告诉记者，签合同时，平
台会列出四五十家企业名
单，大部分是招聘门槛低的
小企业。“只要被名单中任何
一家企业录取，他们就会声
称‘保offer’成功。”

求职平台涉嫌虚假宣传

屡屡出现在求职平台名
单中的腾讯公司表示，没有
与任何第三方求职机构开展
任何形式的合作。

一些企业负责人表示，
就规范的大企业而言，但凡
有第三方号称“保录取”基本
都是假的。

北京市天平（广州）律师
事务所律师欧卫安表示，求
职平台以“内推”为幌子招揽
生意，属于欺骗或者误导消
费者，“保录取”涉嫌合同欺
诈，相关监管部门应依法对
其进行处罚。

四五万元就能“内推”“保offer”？

小心求职平台的“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