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2023年12月8日 星期五 责编 王文渊 美编 但雯婷 朱兴羽 图编 胡颖 校审 王志洪

调查

“接头暗语”五花八门

正在求职的应届毕业生王琪说，找“枪手”帮忙远程代
考的行为在身边并不少见，由于难以找到举报途径，每次
碰到有人作弊都无可奈何。

求职者李思文前段时间在社交平台上吐槽，在参加完
某国企的线上笔试后不久，就刷到了该场考试作弊的帖
子，这让她十分愤怒，“太不公平了！”考前，她曾特意拨打
该国企的考试监督电话，确认考试的监控情况，表达了自
己对于“单机位”（仅用一个摄像头监考）考试的担忧。

记者发现，在部分社交媒体输入“代考”相关字眼，平
台会进行相应的风险提示，部分关键词已被屏蔽。但一些
考试作弊交易的“接头暗语”仍随处可见。每当考试前夕，
代考机构会发布相关帖子招揽生意，为了应对平台关键词
屏蔽，“助考”“一对一辅导”“真题攻略”等成为代考机构的
宣传话术。个别求职者还会发布帖子寻找作弊组织。代
考机构的业务范围覆盖了互联网企业、银行、国企等各类
用人单位。

一些机构会利用监控盲区，在考试过程中实时给考生
发送答案，甚至为考生总结出了“机位调试技巧”。记者随
机联系了几家代考机构，发现即使在“双机位”监考下，也
会有机构怂恿考生铤而走险。

还有一种作弊方式，是通过远程软件让“枪手”帮助考
生代做，“老师（远程）控制你的电脑，摄像头还是拍的你，
你手放在鼠标上假装答题就可以。”一名代考机构的工作
人员介绍，这种运用远程软件的代考方法不一定都奏效，
部分考试系统会检测出远程软件的存在，这时就要使用某
特殊技术软件辅助代考。

随着“远程代考”商机的出现，这种特殊技术软件的安
装逐渐成为代考机构的上游产业。记者在某电商平台搜
索这种软件，出现不少与“远程答题”“考试”相关的商品及
服务。一些卖软件的商家也活跃在社交媒体平台，在相关
招聘考试帖的评论区，用隐晦的话术向即将参加线上考试
的求职者兜售。

记者询问发现，许多售卖这种软件的商家都会提供找
“枪手”的“一条龙”服务，软件安装费用在几十元到几百元
不等，非热门企业的“枪手”代考费用为几百元到上千元。

不只笔试，线上面试也能“助攻”。另一家代考机构的工
作人员表示，在线上面试的过程中，该机构负责面试的老师
会实时向考生发送文字，帮助考生回答面试官的问题。

代考机构的可乘之机

“代考行为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招聘的公平性和精准
性。”某互联网公司资深人士孔先生表示，对于企业来说，

“远程代考”等作弊行为的泛滥会浪费企业的招聘资源，让
真正优秀的考生无法通过正规途径被选拔出来。而对于考
生来说，以“投机取巧”的方式进入企业，也要承担较大的风
险，“在入职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劳动合同中明确对诚信问
题零容忍，还会签下诚信承诺书。求职者如果有代考行为，
一经发现立即开除，对求职者的声誉也会有很大影响。”

近年来，不少企业开始使用线上招聘筛选求职者。海
南智源就业创业研究院特聘专家夏青云表示，相比于传统
的招聘模式，互联网招聘的成本更低，在初筛阶段更有效
率，但无法对求职者各方面的行为进行深入观察。“‘远程
代考’的出现就是互联网招聘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夏青云从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相关工作已有20多
年，在他看来，“远程代考”现象的出现不仅仅反映求职者
的诚信问题，更反映出企业招聘的“漏洞”。“一些企业为了
图方便，用的线上测试试题一直不变，使用的招聘考试系
统也没有针对招聘岗位来定制，甚至直接套用其他行业的
考试系统模型，这让代考机构有了可乘之机。”

王琪今年秋招求职“主攻”互联网公司，她发现，几乎
每一家互联网公司的线上测评内容都大同小异，“它们的
考题都是从某题库里随机抽取的，都没有换过，有的又是

‘单机位’考试，作弊不难实现。”在她看来，这种线上测评
的考题内容缺乏对于报考岗位的针对性，很难考察相应能
力，有的考试题量多难度大，她觉得“没有太大必要”。

记者在调查中看到，不少代考机构都声称自己的“枪

线上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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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远程）控制你的电脑，
你手放在鼠标上假装答题就可
以。”

“我们都是团队合作，保正确
率。”

近年来，线上招聘考试越来越
多，找“枪手”进行“远程代考”的现
象也屡禁不止。在社交媒体、电商
等平台上，出现了许多线上考试
“包过”服务，宣称“专业可靠”，严
重影响了求职市场的公平秩序。
为何“远程代考”会成为线上招聘
“灰色地带”？应该如何有效治
理？请看记者调查。

某代考机构工作人员在介绍作弊方式

“助考中介”发给考生的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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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是“专业的”或“内部人员”，有的声称是来自高校相关专业
的研究生或教师，有的则声称是企业内部的工作人员。

组织或参与“远程代考”将承担什么法律后果？中国政法
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商希雪表示，刑法第二百八十四
条明确了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的代替考试罪，但针对其
他考试并未有相关规定。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十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以外的其他考试
中，组织作弊，为他人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
或者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符合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非
法生产、销售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
器材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扰乱无线电通讯管理秩序罪等
犯罪构成要件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这并没有直接针对替考行为，现行法律也没有直接规
定‘远程代考’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商希雪表示，“这种作弊方
式成本低，对求职者来说即使被发现了也就是不予录取，再加
上监管不力，才导致这一现象频频发生。”

但商希雪表示，企业与求职者在考前签订的诚信考试协
议是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一旦查实存在“远程代考”行为，企
业可以据此追究求职者的违约责任。

要从招聘源头进行治理

“还是要尽快完善相关立法。”商希雪表示，如果“远程代
考”现象朝大规模、产业化的方向发展，会扰乱整个招聘市场，
最终也会损害整个社会的公共秩序。她认为，除了用人单位
要与求职者签订考试诚信协议、在劳动合同中规定诚信条款
之外，针对招聘考试中出现的“远程代考”现象，治安管理处罚
法可以增加对这一行为的相关行政处罚，从法律层面去规范。

她还建议，可以建立黑名单制度，将替考行为计入个人诚
信档案，促使大家更加诚信地求职。同时，商希雪也表示，建
立黑名单制度并不意味着“一棒子打死”，为了给初入社会的
应届毕业生一些包容的空间，可以适当设置“改错的机会”。

在企业层面，商希雪觉得，要从企业招聘本身开始进行源
头治理，“企业还是要尽量组织线下的面试，完善相关管理机
制，这是更切实的做法”。

“远程代考”已不是新鲜问题。近年来，为解决这一问题，不
少企业在考试系统的调整升级方面颇下功夫。如今，已有一些
考试系统能够智能识别考试中出现的作弊行为，人脸身份验证、
实时视频监控等技术都已经成为部分考试系统的“标配”。

但在夏青云看来，在技术上堵漏洞“治标不治本”，要先从
企业内部管理找原因。“当企业发现针对自己的‘远程代考’行
为时，首先应该肃清内部员工可能存在的问题，如是否泄漏考
题、是否参与代考行为。”

其次，解决考题不变带来的隐患，可以考虑设置AB卷，考
试时随机发放，“但是也存在考题难度可能不完全一样的问题”。

第三，要改变招聘形式，将线上线下结合起来。夏青云表
示，企业在线上测评环节结束后，要适当地通过电话等方式抽
查一部分求职者，通过一些有效互动进一步了解求职者，同时
也能测试出自家的招聘系统是否科学。之后，可以根据反馈
的数据，针对企业特质、招聘岗位的特点量身打造更加适合的
招聘方案。

从事招聘工作多年的孔先生则觉得，降低线上考试的评
价比重也许会是应对“远程代考”问题比较好的方式。他还表
示，企业应该出一些与岗位技能相关的、更加开放的考试题
目，“企业可以从中判断求职者的思维模式，这是很难造假
的”。

“希望企业能够出一些与业务相关的题，比如说写一个具
体方案。”王琪觉得，这些内容对她来说才是有成长的，她希望
在求职中能更好地认识自己、锻炼能力。

高校在对学生的法律教育方面也要持续发力。商希雪认
为，可以在高校开设法律方面的通识必修课，让大家都有机会
接受法律方面的教育，在求职过程中不会因为“法盲”而掉入
各种陷阱中。

“应届毕业生签订的三方协议，不仅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
件，更是一份‘诚信合约’。”夏青云表示，当应届毕业生因为“远
程代考”等作弊问题受到处罚时，他所在的高校同样会在企业的
诚信名单上“扣分”，这对高校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营造一个更
加诚信、公正的求职环境，需要相关部门、企业、高校、求职者以
及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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