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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文丽娟

□ 本报实习生 高紫琦

  张枫坐在书桌前，打开电脑上的面试软件，随后，

收到一条来自面试公司的短信，提醒他面试将在10分钟

后开始，面试由AI面试官进行。

  10分钟后，张枫的电脑屏幕上准时出现了一个简洁

的界面，一个虚拟的AI面试官形象出现在屏幕中央，并

用温和的声音说道：“你好，欢迎参加本次面试。我是本

次的面试官。首先，请你确认一下周围环境是否安静，

网络是否稳定。”张枫回答道：“环境安静，网络稳定。”

AI面试官接着说：“好的，现在我们开始面试。请先简单

介绍一下自己。”

  这是前几天金融专业毕业生张枫经历的一次面试。

张枫告诉《法治日报》记者，面试的地点在家里，面试他的

考官也不是真人。“被面试的过程还是很神奇的，AI面试

官能根据我的简历和投递的岗位提出针对性问题。比如，

我在简历中提到了一段实习经历，AI面试官让我介绍下

这段经历将如何帮助我在岗位上取得成功。”

  张枫的经历并非个例。记者了解到，当下招聘中，已有

不少公司尤其是金融机构都使用了AI面试，应聘人员对此

褒贬不一。有人认为AI面试能够节省交通和时间成本，还

能有效减少人为因素导致的主观偏见与情绪干扰，也有人

表示AI面试所涉及的问题常常与其所投递岗位及简历脱

节，这使得他们在回答时茫然无措。

  AI面试是否靠谱？会给单位和应聘者带来哪些挑

战？对此记者近日展开了调查。

AI面试带来新挑战

一些应聘者不适应

  “第一次AI面试时，我感觉很尴尬，因为会在屏幕

上看到自己的脸，这和线下对着面试官说话的感觉完

全不一样。”谈起自己的AI面试“初体验”，张枫说，“当

时比较紧张，既有抢答，也有卡壳，状态和之前练习的

时候完全不一样，面试完后我甚至不记得自己回答了

什么，已经过去半个月了还没有收到进一步通知，这次

面试应该是失败了。”

  多位有AI面试经历的受访者坦言，AI面试带来的

并非全是科技进步的惊喜。有应届毕业生称，其居住在

学校宿舍，缺乏独立私密的空间，想要找到一处完全安

静、无人打扰的角落进行AI面试并不容易。

  今年10月下旬，就读于北京某高校的大四学生刘玲

收到国内一家知名通信公司的AI面试通知，她欣喜地

去学校各处踩点，只为了能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进行

面试。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最后她决定在宿舍参

加面试，用一套卷帘给自己搭建了一个小型的私密面

试空间，并和室友商量她面试时尽量别在宿舍。

  面试当天，她正全神贯注地回答AI面试官的第三个

问题时，宿舍门突然开了，有个室友直接跟她搭话，说回

屋取东西，还问她面试怎么样。“我那会儿正自卖自夸竞

争优势，一想到室友在边上，我就有些不好意思，说话变

得断断续续，脸上的表情也极不自然，这些表现都被AI面

试系统记录下来了，最后面试也没有通过。”

  AI面试的题目设置也给应聘者带来诸多困扰。

  通信专业的孙娇应聘的是某银行的金融科技岗位，

AI面试时却被问到如何运用“swot分析法”提高咖啡销

量，这一明显带有销售性质的问题与她的专业和岗位方

向相去甚远。由于对“swot分析法”一无所知，她只勉强回

答了不到1分钟便无言以对，只能无奈提交答案。

  采访中，还有不少应聘者表示担忧，AI面试过程中

要收集大量人脸信息、视频信息等个人信息，这些信息

招聘单位能否妥善保管？也有应聘者提出AI面试是否

一定能保证公平，涉及的算法是否应当公开等问题。

用AI外挂应对面试

称一定通过还加薪

  相对于一些应聘者初见AI的不适应，对于招聘公

司来说，使用AI面试是提质增效的一大法宝。

  北京某银行人事部门工作人员林生介绍，其所在

公司热衷于在招聘中采用AI面试，核心目的在于提升

招聘效率，降低招聘成本。

  “比如秋招，单位面临巨大的工作量挑战，通常涵

盖网申、笔试、线上面试、线下群面、单独面试等五轮环

节。在这一过程中，人事部门需全面考核求职者实习经

历的真实性、专业技能的熟练程度以及综合素质与岗

位需求的匹配度等多方面情况。这意味着人事部门需

要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审阅每份简历、评估每位求职

者的各项能力指标，工作强度极大。”林生说。

  他进一步解释道，以需要面试5000位候选人为例，假设

每位候选人面试时长为15分钟，若采用传统人工面试方

式，单位需安排5位面试官连续工作31个工作日（按8小时

工作制）才能完成所有面试。若再考虑面试档案整理、排名

等后续工作，所需时间将更长。如果使用AI面试官，只需要

2天就能完成，AI面试在降低成本方面优势显著。

  然而，记者采访了解到，随着AI面试的逐渐普及，

有少数应聘者为顺利通过面试，选择借助AI工具，应对

各类面试问题。

  一位应聘者透露，其在面试前会开启手机上的一

款AI工具，设定回复身份为金融机构秋招生，并告知其

自己即将面临AI面试。面试时，该工具“收听”到面试官

的问题后，会迅速给出对应答案，自己只需用“这是个

不错的问题”“毕竟某某技能在工作中十分关键”等套

话拖延时间等待答案生成即可。

  除了通用AI工具，为应对AI面试，市场上还出现了一

些更专业的AI外挂。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以“AI面试助手”“AI

面试神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有不少提供“Offer蛙”“面霸

ai”“面试宝”等AI外挂的商家，标价从1元至70元不等。

  有商家向记者表示：“面试过程中，软件会实时转

录面试官的问题和对话，你可以直接点击对话气泡，便

可针对该问题一键生成对应的答案。从提问到智能回

复不超过0.8秒，保障你的交流全程迅捷、自然流畅。”

  一家提供此类外挂的店主宣称，其售卖的AI面

试外挂是“任何岗位、任何问题都能应对，使用后面

试通过率能达到100%，而且面试后涨薪幅度能达到

30%以上”。

制定完善法律法规

加强监管合规发展

  在湖南高新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茜看来，少数应聘者

使用AI外挂造假通过面试，可能涉及多方面法律问题。

  从侵犯企业权益角度看，使用AI外挂破坏了招聘

的公平竞争环境，违背企业招聘初衷，使企业无法精准

评估候选人真实水平，干扰正常人才选拔流程，损害企

业招聘利益。若应聘者借此获得工作机会并签订劳动

合同，可能构成合同欺诈。一旦企业发现并证实，有权

解除合同并要求其进行赔偿。

  在侵犯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方面，一些应聘者使

用外挂时输入的大量个人信息及上传的资料可能被开

发者或运营者收集、存储甚至滥用，存在数据泄露风

险，可能导致个人信息被非法利用。

  一些AI外挂制作和销售可能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例如，使用未经授权的AI技术、算法或模型，或对相关

软件进行反向工程、破解等侵权行为，侵犯原开发者著

作权、专利权等。

  退一步讲，使用AI外挂获取工作机会，对其他诚信

应聘者而言也不公平，是对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

有违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

  为有效规范AI招聘这一新兴领域，受访专家指出，

相关部门应尽快制定专门针对AI招聘的法律法规，明

确企业、应聘者和AI技术提供者在招聘过程中的权利

与义务。例如，要求企业使用AI面试官时遵循公平性、

透明性原则，向应聘者公开关键算法及决策依据，避免

算法歧视，保障应聘者平等就业权。

  “对于应聘者，应明确禁止使用AI外挂等作弊工

具，规定其使用正当手段参与面试的责任。对于在招聘

中利用AI作弊、开发传播非法AI外挂等行为，明确违法

性质并制定严厉处罚措施。对提供作弊工具的外挂开

发者，视情节轻重给予罚款、吊销营业执照乃至刑事处

罚，提高法律的震慑力。”吴茜说。

  教育专家李一陵认为，需加大监管力度，设立专门

的AI招聘监管部门。定期检查企业AI面试系统是否合

规，包括算法是否公正、个人信息是否安全等。重点监

督招聘中个人信息收集、存储和使用情况，确保企业依

法依规获取和处理应聘者面部信息、语音信息等敏感

数据，设置严格安全措施和时间限制。

  “企业在AI招聘过程中肩负重要责任，应构建完善

的内部管理规则。建立严格的AI面试算法审查机制，在

启用AI面试官前，对算法进行内部评估，审查其数据来

源是否公平无偏、决策过程是否透明可解释。可邀请内

部专家与外部专业机构联合审核，确保算法公正可

靠。”李一陵说。

  在云南某公司从事人事工作的黄女士建议，制定

应对AI面试风险的措施，当发现面试结果可能不公或

不准确时，及时暂停系统，启动人工复核与重新评估流

程。如设定特定监控指标，一旦岗位面试结果出现异常

波动，立即启动人工复查程序，重新审视AI面试结果。

  “应当加强员工培训，让参与招聘的员工深入理解

AI面试原理、局限与潜在风险。特别是负责复核AI面试

结果的员工，要提升其识别和纠正偏差的能力。可通过

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方式，增强员工对AI面试结果的

判断力。此外，企业在招聘信息中应向应聘者明确告知

AI面试系统的使用情况，包括基本原理、主要评估内容

以及保障公平性的措施，增加招聘透明度，提升企业公

信力。”黄女士说。

  岳震在广东省某人工智能公司从业多年，他建议AI技

术开发者应持续优化面试算法，提升其公平性与准确性。

改进算法结构，采用先进的机器学习与数据处理技术，更

好地识别和纠正潜在偏见。引入多模态数据融合技术，综

合考量求职者语言表达、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多维度信

息，全面评估求职者能力素质，减少单一数据偏差。

  “还要大力研发反作弊技术，精准识别应聘者是否使

用AI外挂等作弊工具。通过分析面试者语言表达模式、

回答速度与逻辑等特征，构建智能作弊识别模型。运用自

然语言处理技术剖析应聘者回答的语义语法结构，判断

是否符合人类思维表达习惯。结合大数据分析与机器学

习算法，对大量正常与疑似作弊数据进行学习训练，提升

反作弊模型的准确性与灵敏度。”岳震说。

  在李一陵看来，相关行业协会或技术联盟应积极

行动，制定统一的AI面试技术标准。涵盖算法公平性指

标、数据安全隐私保护要求、系统准确性可靠性规范等

内容，为企业和技术提供商开发使用AI面试系统提供

明确依据。比如规定AI面试系统准确率需达到一定水

平，算法公平性指标满足特定统计要求等，促进AI招聘

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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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要不要公开 信息安全如何保障 外挂怎么应对

AI面试，能保证公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