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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钱买实习？
并非存在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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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报记者 陈宁

“付费实习”引发争议
是“陷阱”还是“捷径”?

观点一 提供了获取稀缺资源的渠道

观点二 偏离实习作为教育与职业准备的本质

观点三 或削弱企业对人才培养的责任感

企业接收实习生
适当收费无可非议

最近，“付费实习”再次成为网络热点，类似“付费内推”“远程实习”“有
偿就业”等话题频频出现。实际上，“付费实习”作为一种现象，近年来在社会
上引起了广泛讨论， 尤其是在大学生和应届毕业生群体中。 那么，“付费实
习”的边界在哪里？ 是骗钱的“陷阱”还是就业的“捷径”？

不能完全把付费实习看作

市场负面产物。
事实上，企业接收实习生，

无论出于什么初衷， 都会在实
习生的培训过程中产生相应的

带教成本， 包括并不限于带教
老师由此增加的工作量、 企业
为此额外支付的人力成本 ，甚
至于一些企业为实习生额外购

买的保险费用支出。 从社会责
任的层面来看， 应当鼓励企业
接收实习生；但另一方面，作为
天然带有盈利属性的生产单

位， 企业从法律和道德两个层
面都没有必须接收实习生的义

务。 企业因为接收实习生而额
外增加了运营成本， 适当收取
实习费用是一种自我减负的保

护性措施。
笔者认为， 在当下就业市

场并不乐观的形势下， 扩大应
届生实习或可成为提升应届生

就业技能、 减轻社会就业压力
的蓄水池。因此，应有更强有力
的激励措施，来倡导、鼓励企业
增加接收实习生， 对于合理合
法的收费实习制度， 应给予更
多理解和支持。 ■记者 李蓓

在实习成为求职“敲门砖”
的今天，“付费实习” 模式的兴
起引发了广泛争议。诚然，市场
逻辑驱动下， 供需关系自然催
生出各种服务形态，但“付费实
习”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却值得
我们深思。

“付费实习”看似为学生开
辟了捷径， 实则加剧了机会的
不均等， 让经济条件成为实习
机会的前置条件， 违背了教育
公平原则。同时，它可能促使企
业减少对内部人才培养的投

入，转而依赖外部“速成品”，长
此以往， 将削弱企业创新力和
竞争力，破坏健康的人才生态。

笔者认为， 实习的本质在
于知识与技能的转化， 是学生
与职场的初次“握手”，不应沦
为金钱交易。 社会应鼓励更多
公平、开放的实习机会，政府、
企业和教育机构应携手， 通过
政策引导、校企合作等方式，为
学生提供无需付费的高质量实

习平台， 确保每位有潜力的年
轻人，不论出身，都能在职场起
点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

■记者 陈宁

“付费实习”是指大学
生通过向“中介”交纳实习
费用到企业实习的模式，有
观点认为，这是市场催生的
产物，要理性看待。

记者注意到，支持“付
费实习”的人士往往强调其
在资源优化配置和促进个

人职业发展方面的潜在优

势。 比如有些国际实习项
目，要求参与者支付一定费

用， 以换取海外实习机会、
语言文化课程、住宿安排和
当地生活支持等服务。 这
些项目通常与知名企业合

作，为学生提供在跨国公司
工作的经历，目的在于帮助
实习生拓宽国际视野，提升
跨文化交流能力。

一位曾参与过西班牙

交换项目的在职研究生张

小姐表示，虽然初期投入较

大，但这段经历让她在求职
时脱颖而出，迅速获得了外
资企业的青睐。

而一些专注于特定技

能或行业的付费实习项目，
如金融科技、 数据分析等，
则会为实习生提供系统的

培训课程，包括行业软件操
作、 项目管理等实用技能。
这些项目往往不仅能参与

实际项目，还能接受资深数

据分析师一对一指导，获得
行业认证。

有教育经济学家指出，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付费
实习”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
服务交换，它基于双方自愿
原则，为学生提供了获取稀
缺资源的渠道。如果能够通
过付费获得高质量的培训

和实战经验， 长远来看，这
也是一种投资。

另一方面，更多声音警
告称，这一模式已成为某些
不良中介的灰色地带，不仅
加重了毕业生的经济压力，
也可能导致实习市场的进

一步扭曲。
那么，“付费实习”到底

值不值？ 对于这个问题，许
多有过亲身经历的“前实习
生”， 都在社交网络上给出
了否定的答案。 在豆瓣“留

学组”中，有网友发帖表示
“绝对不要付费实习”，认为
付费实习根本就是 “浪费
钱”。 也有网友直接点明：
“不要买付费培训班， 他们
只想赚钱”。

从这些留言中可以发

现，“付费实习”可谓乱象丛
生，某些中介机构收取高额
费用后，为学生安排的实习
岗位与承诺不符，或是简单

重复性工作，无法提供实质
性学习和成长机会。

腾讯就在近日表态，近
几年不断发现有非法求职

机构 / 求职类公众号 / 个
人发布“付费实习”的相关
信息，号称只要支付“中介
费”就可以拥有一段实习经
历，但实际上这类岗位都是
虚假岗位，同学们获得的所
谓实习证明也是虚假证明，

甚至证明上加盖的印章都

是伪造的。
显然 ，在部分不良中

介的暗箱操作下 ， “付费
实习 ”已然偏离了实习本
身作为教育与职业准备的

功能，它的出现，使得实习
变成了一种商品，不仅无法
让参与者收获实质的价值，
还加重了实习市场的无序

“内卷”。

从企业的视角出发 ，
“付费实习” 项目在某种程
度上反映出了企业对人才

培养策略的多样化尝试，但
也引发了对其长远影响的

担忧。
前几年，曾有大型科技

公司推出过付费的 “加速
器”实习计划，该计划面向
全球顶尖高校的学生，提供
为期数月的密集培训、项目

参与及导师指导，目的在于
快速培养行业顶尖人才。虽
然这些项目收费较高，但承
诺提供深度技术学习和项

目实战经验，对参与者的简
历增色不少。 然而，批评者
指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企
业减少对内部培训体系的

投资，转而依赖外部“成品”
人才，忽视了对更广泛员工
队伍的持续培养。

一些资金有限的初创

企业也存在通过第三方平

台招募付费实习生的模式，
这些实习生在支付一定费

用后， 由平台负责基础培
训。 这种模式虽然帮助初
创企业快速获得所需人才，
但同时也减少了企业直接

参与人才培养和文化建设

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

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张车伟曾在公开演讲和研

究报告中指出，“企业是人
才培养的主体之一，应当将
员工培训和发展视为核心

竞争力的一部分。”他强调，
依赖“付费实习”项目作为
人才引进的快捷方式，长远
看会削弱企业内部人才培

养体系，不利于形成良好的
人才发展生态。

观点四 应探索更多元化的实习模式
在传统认知中，实习机

会按说不是稀缺资源，但经
济学告诉我们，一切与价格
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在供需
关系中找到答案。 的确，实
习机会之所以被标上高昂

的价格，自然是因为其“供
不应求”。

有观点指出，“付费实

习”的争议应从源头窥探问
题，社会各界可以探索更多
元化的实习模式，以促进教
育公平和构建健康的人才

培养生态。
事实上，近几年，已有

部分高等院校、企业在此方
面先行一步。比如作为企业
社会责任的一部分，阿里巴

巴推出的“青橙计划”为在
校大学生提供免费的暑期

实习机会，涵盖技术、产品、
运营等多个领域。该项目不
仅提供实习岗位，还有针对
性的培训和导师制度，旨在
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行业，提
升职业素养，而不收取任何
费用。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

院教授李稻葵表示，政府和
企业应携手合作，通过政策
引导和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为青年学生提供更多元、更
高质量的实习机会。政府可
以考虑提供税收减免或其

他激励措施，鼓励企业提供
免费或补贴型实习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