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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工作锦囊 

A Guide for Students Seeking Summer Jobs 

寻找工作要留神 求职陷阱要小心 

每逢暑假，不少同学都希望利用假期寻找暑期工以赚取零用和汲取工作经验。然而，

由于缺乏社会经验，他们往往成为骗徒的目标。面对不同的招聘方式及陌生的招聘程

序，同学们必须冷静谨慎，接受聘用前须详细了解工作性质，衡量自己能否胜任，并

提防网上虚假招聘资讯，切勿因贪图高薪而掉以轻心。若一时大意，随时让不法之徒

有机可乘，除了蒙受金钱损失，更可能误堕法网。此小册子以桌上游戏为主题，引领

同学踏上「求职之旅」，拆解一些近年常见的暑期工作陷阱和分享防备该些陷阱的方法，

希望藉此帮助同学「步步为营」，顺利在求职过程中成为「就业赢家」！。 

另外，初次投身职场的年青人，必须注意工作安全，避免从事涉及危险工序的工作（如

建筑工程、操作重型机器、处理化学品和腐蚀性物品、进行高温处理等）。工作时应使

用由雇主提供的安全设备和严格遵守工作场所的安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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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陷阱睇真啲 

1. 非法工作 

犯罪集团会在网上社交平台贴文，标榜可以「搵快钱」或「足不出户赚钱」，实为诱使

求职者提供其银行户口作傀儡户口协助洗黑钱。洗黑钱乃严重罪行，任何人士协助处

理犯罪得益，一经定罪，最高刑罚为罚款 500 万元及监禁 14 年。除此以外，近年以类

似名目诱骗年青人偷运毒品、违禁品、参与无牌慈善筹款活动、非法收债、网络诈骗

或于网上卖冒牌货等情况亦有上升的趋势。年青人必须提防此类陷阱，以免误堕法网，

影响一生前途。 

 

2. 骗财星探 

骗徒会假扮经理人、模特儿或配音公司代表，透过互联网或在街上招揽求职者，声称

可代为安排演出工作，但需要他们先自费报读训练班、参加美容疗程/健身课程、缴交

试镜费、推荐金和保证金等以增加工作机会。骗徒取得款项后便会以各种借口推说未

能安排工作，而求职者当然亦无法取回已支付的各种费用。 

 

3. 色情陷阱 

不法分子通常以聘请公关、模特儿、网上交友等作招徕，标榜丰厚薪金、外地出差、

无需学历等条件，却没有列明具体工作内容，缺乏社会经验的年青人往往在上工后才

惊觉是色情陷阱，并往往在尝试退出时受到阻挠，令自身安全受威胁。 

 

4. 层压销售 

一些不良的传销公司会透过招聘讲座或网上平台，并以高薪厚佣作招徕，游说求职者

购买货品加入传销行列。这些公司多以「每层分佣」方式运作，各层「员工」的收入

并非靠售卖货品，而是靠不断招揽新人（即所谓「下线」），然后要求他们缴付参加费，

层层向下榨取金钱以支付「上线」的报酬。有求职者以为可以赚大钱，不惜透支信用

卡或向财务公司借贷大量购入无价值的货品，最终因货品滞销而亏本，甚至因无力偿

还债务而导致破产；亦有不少新加入者因邀请亲友加入，连累他们一同被卷入骗局。 

 

5. 刷单骗局 

近年，不少骗徒会透过求职网站或社交平台招募「刷单员」、「数据生产员」或「点赞

员」为其网店提升人气，要求求职者在他们架设的虚假购物网站购买商品并付款至指

定的银行户口。然后声称由于并不是真正购买货品，所以会于稍后安排退款连同酬金

一同发放。骗徒为搏取求职者的信任，通常会在头几次操作完成后发放退款和酬金；

但当求职者进行更大额购物以求换取更大回报时，骗徒便会露出真面目，在得到款项

后逃去无踪。 

 

6. 贷款陷阱 

骗徒会以「资产转移计划」、「帐户处理员」、「汇款员」、「神秘顾客」等作为幌子，于

网上讨论区及社交平台招揽年青人，讹称需要将海外公司资产转移到港，或测试财务

公司的服务质素等，以诱骗他们以个人名义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然后转交给雇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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讹称借贷只是工作一部分，完成工作后无需还款。过程中，骗徒更会相约求职者到高

级商业大厦的大堂洽谈工作细节，以博取求职者的信任。骗徒从求职者取得贷款后便

会逃去无踪，留下求职者一人承担所有债务。 

 

7. 征费骗局 

骗徒通常会藉词求职者缺乏相关资历、学历或语文水平未达标，然后游说他们报读昂

贵的课程。另外，骗徒亦会假借招聘，向求职者征收各种不合理费用，例如登记费、

资料处理费、行政费、制服清洁费、工作证件费等。近年亦有骗徒会以招聘「打手」

为网店「打正评」为名，诱骗求职者缴付高昂的入会费以换取网上帐户。即使求职者

事后发现受骗，骗徒却会以各种理由拒绝退款。 

 

8. 投资骗局 

有不良雇主会以聘请文员、初级秘书、清洁工等入门职位为名吸引无工作经验的求职

者，待入职后再向他们推介「可赚取极高回报的投资产品」，怂恿他们参与投资活动及

转职投资产品营业员，继而怂恿他们说服家人及朋友一起参与投资，最后以投资失利

为名侵吞款项。 

 

9. 海外求职骗案 

早前有报道指有市民在网上平台被不法分子以高薪工作机会诱骗前往东南亚国家后失

联或遭禁锢。骗徒通常在网上或社交媒体声称招聘不拘学历或工作经验但报酬异常优

厚的外地职位，而有关广告往往没有交代公司资料，或只留下社交媒体或即时通讯软

件的帐号作联络。在欠缺相关资讯的情况下，求职者有可能抵达当地以至人身自由收

到限制后才发现受骗，最后被犯罪团伙禁锢并胁逼从事非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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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防求职陷阱锦囊 

锦囊一 

「寻找工作要留神 高薪陷阱要小心」 

小心谨慎选择工作，并应透过可信赖的求职途径寻找工作，不要因工作期短暂而草率

行事。切勿为「搵快钱」而接受工作轻巧简单却薪酬不合理地高，或者应征过程「儿

戏」的工作。如被要求偷运毒品、违禁品，或参与任何非法活动，必须坚决拒绝，紧

记切勿以身试法。 

 

锦囊二 

「私隐财物保管妥 事事小心免出错」  

前赴面试时，须确保人身安全并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及身份证明文件。尽量避免在办公

室以外地点面试，如前往陌生或偏僻的地点面试，可邀请亲友陪同。求职过程中，如

需提交个人资料，请衡量要求是否合理及有否过度收集个人资料，切勿轻率把个人资

料和文件（如身份证、银行户口、信用卡、地址证明及入息证明）以及具一次性密码

认证功能的手提电话交予他人，避免骗徒藉此进行不法活动，例如假冒求职者申请贷

款、进行网上交易或购物等。 

 

锦囊三 

「公司背景要留心 合约内容要看真」 

接受聘用前应先了解公司的背景和业务，包括公司是否在香港正式注册、公司地址或

公司名称是否与面试地点吻合，亦应对《雇佣条例》授予雇员的权益有基本认识。签

署任何文件前应细阅所有条款，特别留意合约订明的职责与招聘广告或面试内容是否

相同，不应因报酬丰厚而疏于防范。如被要求缴交行政费、按金或申请贷款，应该马

上拒绝。请留意，倘若以自雇人士或非雇员身份与公司订立服务合约，双方不存在雇

佣关系，获聘人士将不受《雇佣条例》保障。 

 

锦囊四 

「网上骗徒多古怪 小心求职莫贪快」 

在网上找寻工作及联络雇主十分方便，但正正由于在网上毋须露面和披露身份，骗徒

以至犯罪集团每每更猖蹶，缺乏社会经验而对网上资讯不抱戒心的年青求职者往往成

为他们的目标。求职者应谨慎查证网上求职资讯的真伪，更不应轻易在社交媒体或即

时通讯软件提供个人资料以至帐户密码给他人，以及缴交任何费用或为他人进行转账。

如果雇主在招聘广告并没有交代其公司资料，或只留下社交媒体或即时通讯软件的帐

号作联络，便须加倍留神。 

 

锦囊五 

「新闻时事多留意 寻求协助莫迟疑」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多留意新闻时事，认识骗徒行骗手法。此外，切记不要为了获得

工作机会而向公司职员或管工等提供如介绍费等的利益，否则有可能触犯《防止贿赂

条例》。如有任何怀疑或发现受骗，应尽快向家人、老师或相关政府部门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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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及咨询电话 

大家寻找暑期工作时，可能会遇到不同疑问，例如可供申请的职位空缺、劳工法例的

规定、职业安全问题等。以下是一些有用的查询电话及地址： 

 

劳工处 

就业中心： 

 

 

金钟就业中心 2591 1318 

西港岛就业中心 2552 0131 

北角就业中心 2114 6868 

东九龙就业中心 2338 9787 

西九龙就业中心 2150 6397 

观塘就业中心 2342 0486 

沙田就业中心 2158 5553 

大埔就业中心 2654 1429 

上水就业中心 3692 4532 

荃湾就业中心 2417 6197 

屯门就业中心 2463 9967 

东涌就业中心 3428 2943 

元朗就业中心 3692 5750 

  

行业性招聘中心：  

饮食业招聘中心 3847 7600 

零售业招聘中心 3847 7611 

建造业招聘中心 3428 3303 

  

有关各就业中心的最新地址及联络方法，请扫描右方二维码。 

 

互动就业服务网址： https://www.jobs.gov.hk 

暑期工就业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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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劳工处办事处 

职业安全及健康部（职业安全）  

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 38 号海港政府大楼 14 楼 2559 2297 

职业安全及健康部（职业健康）  

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 38 号海港政府大楼 15 楼 2852 4041 

雇员补偿科及劳资关系科 查询热线：2717 1771* 

* （热线由「1823」接听） 

 

其他有关政府部门或非政府机构  

香港警务处 

反诈骗协调中心 
18222 

商业及电脑罪案热线 2860 5012 

消费者委员会 

消费者投诉及咨询热线 

 

2929 2222 

社会福利署 

查询获发公开筹款许可证团体 

 

2832 4311 

教育局 

升学就业辅导服务（包括海外升学资料） 

 

3698 4126 

香港辅导教师协会 2671 1722 

 

This leaflet provides general information on detecting employment traps and advice to students on 

seeking summer jobs. If you wish to obtai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leaflet, please visit 

www.labour.gov.hk/eng/public/ or contact the Employment Information and Promotion 

Programme Office at 2153 3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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