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職防騙教戰守則
花蓮縣政府(勞資科) 在乎您



你會受騙嗎?

EX:情境模擬
 三個月還沒找到工作! 你心不心急?

 高額的經濟回報! 你會不會動心?

 有夢最美希望相隨! 你抗拒得了誘惑嗎?

 大家都說讚讚讚! 你身處集體行為時!

 金碧輝煌的辦公室! 你卸下了你的心防!



求職防騙
「三大準備、七不原則」



「三大準備」

應徵前做好「三大準備」：

１、蒐集應徵公司資訊，檢視求職廣告內容。

２、面試前告知親友，或請親友陪同面試。

３、找工作不等於作事業。



「七不原則」

應徵當天堅守「七不原則」：
１、不繳錢：報名費、保證金、訓練費、材料費
２、不購買：公司要求買任何產品
３、不簽約：任何契約或不明文件
４、不離身：身分證、信用卡、現金卡
５、不辦卡：不應公司之要求而當場辦理信用卡
６、不飲用不明飲料
７、不非法工作



層出不窮的求職陷阱？



求職陷阱案例1

面談時工作內容交待不清
面試時，老問沒問什麼就錄取了，當波波拎著包包上第一天班時，
卻發現沒有自己的座位，而老闆說要交給他處理的專案工作也不
見交代下來，第二天上班，聽同事說老闆出國去了，大約一個月
回來，這天她無所事事度過；第三天同事要她幫忙電話行銷一些
產品，第四天、第五天都如此，到了第七天，她終於忍不住走人
了。



防騙手則

面試時，如果對方言詞閃爍、含糊，無法
交代清楚明確工作內容、待遇、沒有勞保等，
可以公司有問題，必須提防。另外，求職者
應微任何工作前最好先以電話詢問，暸解公
司性質及工作內容或設法了解徵職公司有無
營利事業登記證及負責人姓名。



求職陷阱案例2

要先購買產品

業宏還是學生，想利用課餘時間找份兼差工作，遂到一

家銷售濾水器公司應徵電話行銷人員，然而公司規定需

先自行購買一整套產品，才可以成為正式員工，業宏無

經濟基礎而作罷。



防騙手則

推銷等兼差工作，以運用身無一技之長或工作經驗

的同學為主，有些公司會要求新人須先購買一整套產

品才能正式工作，沒有經濟基礎或單純的同學可能會

被騙、不適合。若還是在校學生而想工讀，必須考量

工作性質，是否適合自己、工作環境是否安全，除了

慎選私人企業外，公家機關工的機會大多屬於比較保

障的一條路，救國團都會在各大專院校公佈公家機關

需要的工讀生名額及資格，對想在暑假工讀的學生，

也不失為一途徑。



求職陷阱案例3

做我們這行要會喝

小蘭(化名)從徵才廣告看到了一則工作室應徵特別助理的廣
告，該公司是在做酒類商品的批發買賣，工作內容是陪老闆
出外推銷產品給顧客，月薪2萬5,000元並依業績給予獎金。
上班首日老闆便以「做我們這行要會喝」為由，要求小蘭喝
酒。小蘭不敢違背老闆的要求，於是喝了酒，沒想到只喝了
三杯便不支倒地，慘遭老闆性侵。小蘭在父母陪同下到醫院
驗傷並報警，才將這名惡狼繩之以法。



防騙手則

應徵時若遇公司招待不明飲料，千萬不
要隨便飲用。若公司有性騷擾甚至性侵的
意圖時，除了要想辦法脫身之外，也要立
即報警或向勞工主管機關申訴，千萬不要
讓自己陷於危險。



求職陷阱案例4

我的演藝明星夢

小古和許多時下的年輕人一樣，都懷抱著明星夢，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
他看見報上刊登的徵求模特兒廣告，他想自己的外在條件也不錯，應該
很有機會，便鼓起勇氣前往經紀公司洽詢，沒想到去了之後，公司的職
員告訴他，公司是訓練公司，要先加入會員，如果不加入也可以，公司
可以幫小古拍攝宣傳照或是錄製宣傳帶，再幫小古推介演出機會。小古
一聽拍攝宣傳照就要上萬元，而自己又還是學生，根本沒有這麼多錢，
而且報上的徵求模特兒廣告並沒有說明原來這是一家補習班，小古當場
有受騙的感覺。



防騙手則

歷年來演藝公司詐財、斂財的案件層出不窮，求職人應多加防範。若
屬正當經營，於試用期間不應收取與市價衡量顯失公平的高額費用
（訓練費、簽約金、宣傳費、拍攝費、訂棚費、會員卡費、製作費、
錄音費、宣傳卡費、加洗費…等），而讓受訓者透過正常比賽及面試
考核通過，再經由公司與求職人雙方同意後簽下履約保證。而且，公
司基於栽培旗下藝人，所有的支出應由公司承擔，不應跟受訓者收取
費用；模特兒的宣傳成本亦應由經紀公司自行吸收。若宣傳成本中有
模特兒其它應付的費用，也應由通告拆帳收入中扣除，公司不宜先行
收取。



小結論-求職陷阱所利用之人性弱點

1.貪念（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2.集體行為

3.意志力薄弱

4.單純、且不了解市場行情

5.急欲尋找一份工作



尋找可靠的求職管道



透過安全的管道來謀職

管道 安全性

官方就業服務中心     

官方就博會或校園徵才     

人力銀行   

親友介紹   

報紙  

BBS 

聊天室 

夾報 

紅字條 



透過多元管道了解這家公司

從就業網站裡企業的徵才頁面

利用經濟部商業司之公司登記資料及申請案件查詢系統

搜尋引擎(Google, Yahoo!等）,詢問親友、師長……



面對求職陷阱如何自保



如何自保?

面試當下：

1. 不戀棧，以即早脫身為最高原則

2. 保留完整徵才資訊

離開現場之後：透過正規管道尋求支援，包含：

1. 各地勞工主管單位，如：縣市勞工局

2. 刑事警察局

3. 公平交易委員會

4. 財團法人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