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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小白逆袭”“手把手助你进
‘大厂’”——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
职场人转型发展机会增多，去高薪又
体面的“大厂”工作成为不少求职者
的理想，众多活跃在短视频平台上的
求职私教应运而生。然而，交纳数百
到上万元的费用之后，很多求职者才
发现，求职私教课程不靠谱，最后效
果往往也不尽如人意。

所谓“求职私教”，本质上就是
传统行业中的职业规划师，随着社
交网络和短视频平台等渠道的兴
起，相关服务逐渐从线下转移到线
上，并有了新变化。“求职私教”应是
有门槛和入职要求的，即需要持有
生涯规划师、盖洛普优势教练、教练
技术认证等认证。这意味着要想成
为职场私教，需要投入十几万元、总
计 3 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获得相关
资格证书。

如果网上“求职私教”有这些基
本能力，并能及时“持证上岗”，因材

施教地指导缺乏经验的求职者，帮助
求职者提升求职成功率，未尝不是件
好事。然而实际上，时下很多网上

“求职私教”没有相关“大厂”从业经
历或经历很少，“持证上岗”者更是寥
寥，却向潜在客户夸大甚至虚构资
历，涉嫌宣传欺诈。

更不靠谱的是，不少“求职私教”
所提供的培训中，包括转行分析、导
师带领项目实操等课程，很多都是网
络抄袭的大杂烩，难有真正的效用。
还有一些所谓的“求职私教”，为提升
所谓的求职成功率，甚至怂恿学员简
历注水造假，或将使原本的求职“敲
门砖”异化成求职“绊脚石”。

网络“求职私教”乱象频仍，有一
些经营者法治观念淡薄、见利忘义的
原因，也与这一行业制度规范缺失、
监管不力有关。同时，乱象本身也折
射出时下一些年轻人深深的职场焦
虑，以及不切实际的“大厂”和高薪情
怀。在这种心态之下，难免被一些并

不高深的虚假宣传和承诺蒙蔽了双
眼，一次次被收割智商税。

事实上，类似宣称能通过培训获
取证书或相应能力、职位，进而收割
智商税的，近年并不少。比如前不
久，利用碳排放噱头大肆鼓吹的“碳
排放管理师”网络培训，以及利用《家
庭教育促进法》颁布实施契机鼓吹的

“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等，都曾引发
舆论关注。对类似乱象加以关注和
干预，无疑该尽早提上日程。

眼下，压缩“求职私教”收割智商
税的空间，一方面需要市场、网监等
部门按现有相关法律法规严肃网络
培训市场清查；另一方面，也需要立
法等部门针对相关网络培训乱象，出
台和完善更明确的网络培训规则，维
护网络培训秩序。同时，广大消费者
也要擦亮双眼，科学处理职场焦虑，
正确认识自身需求，理性参与相关网
络培训，从源头堵住“求职私教”忽悠
人的路子。

严查假证！
人社部开展“山寨职业证书”专项治理

当心“求职私教”收割求职者的智商税
■ 余明辉

问：什么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答：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
合同。也就是说，劳动合同没有一个
确切的终止时间，但并不代表没有终
止时间。一旦出现了法律规定的情
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同样能够
解除。

问：劳动者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签
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呢？

答：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
定，如有下列情形之一，劳动者提出
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合同的，除
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1.
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
年的；2.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
制度或者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
动合同时，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
工作满十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十年的；3.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
项规定的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

（本报综合）

就业问答

近日，人社部印发《关于开展技术
技能类“山寨证书”专项治理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对面向社会开
展的与技能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相关
的技术技能类培训评价发证活动进行
专项治理。

2021年11月，人社部公布了《国家
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优化后总
量比 2017 年减少 68 项，压减比例
49%。水平评价类技能人员职业资格
退出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意味着由政
府主管部门组织制定职业分类、发布
国家职业标准或评价规范，用人单位
和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具体实施并颁发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近段

时间以来，一些机构和单位以新职业
的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等名义，随
意举办培训、评价、发证活动，乱收费、
滥发证。还有一些机构和单位虚假或
夸大宣传，甚至假冒权威机构名义组
织培训、评价、颁发证书等，社会对此
反映强烈。为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
和社会诚信，保障国家职业资格和职
业技能等级制度体系规范运行，人社
部自3月起对技术技能类“山寨证书”
进行专项治理。

此次专项治理的范围和内容是面
向社会开展的与技能人员和专业技术
人员相关的培训评价发证（含线上）活
动，主要包括以下情况：1.是否存在违
规使用有关字样和标识等情况。是否

违规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
“中华”“国家”“全国”和“职业资格”
“岗位合格（凭证）”“专业技术职务”等
字样；是否违规使用国徽、政府部门徽
标等标识，以及与上述相关或易产生
歧义和误导的字样、图案或水印；是否
违规使用本机构以外其他部门或单位
的标识等。2.是否存在虚假或夸大宣
传等情况。有无假借行政机关名义或
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中华”

“国家”“全国”“×××部”“原×××
部”和“包过”等字样进行培训评价发
证活动宣传等。3.是否存在违规培训、
违规收费等情况。是否存在超出办学
许可范围开展培训；是否存在无办学
许可证开展培训；是否存在违反法律、

法规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是
否存在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培训证书、
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甚
至不培训（评价）或培训（评价）走过场
直接发证；是否存在恶意终止培训、抽
逃资金等。4.是否存在故意混淆概念、
误导社会的炒作和涉嫌欺骗欺诈等其
他违法违规情况。

《通知》要求对发现的违规违法情
况坚决纠正查处。人社部将会同有关
部门对媒体报道和群众投诉举报集中
的典型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处理，建立

“黑名单”制度，将违纪违规培训机构
和评价机构纳入“黑名单”，对技术技
能类培训评价发证活动实行常态化管
理。 （本报综合）

本报讯（记者 李
雯雯）近日，重庆市人力

社保局发布消息，为进一
步推进职称评审历史数据归

集，扩大职称电子证书应用
范围，在前期首批职称电子
证书上线基础上，市职改办开
通了职称证书个人在线登记、
采集端口。即日起，专业技术
人员即可登录系统进行证书
信息登记，在线生成职称电

子证书。
此次登记范围包

括：2021 年以前取得
的 纸 质 职 称 证

书；2021年以

来，重庆市专业技术人员服务平
台职称申报评审系统以外的其
他系统（如教育、卫生、建设等职
称专业网报系统）及线下申报评
审、初定、确认取得的高、中、初
级职称证书。其中，已有证书信
息并显示待完善的，无需再次登
记，但需按照提示完善信息方可
生成电子证书。

专业技术人员登录“重庆市
专业技术人员服务平台”（首次登
录需先完成用户实名制注册），点
击“职称”板块，在“个人中心”，进
入“我的证书”选项，点击“登记证
书信息”，按步骤进行证书信息登
记即可。

@专技人才
职称电子证书邀你在线登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