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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大学毕业后到湖北武汉工作，在当地租了一年

的房，退房时李女士收到一张800元的“罚单”———

卧室的门锁原本就是坏的，因为是整租，觉得坏了

也问题不大，就没和房东提，结果退房时被要求赔

偿维修费；洗衣机入住之初就有些漏水，房东以租

户损坏为由要求赔偿；以厨房地面、抽油烟机等没

打扫干净为由收取清理费……

  “吃一堑长一智，现在我租房前都仔细检查，任

何细节都要提前和房东或中介说好，并体现在合同

中。”李女士说，自己从同学和朋友那得知，很多年

轻人租房时都踩过“坑”。

  《法治日报》记者调查采访发现，近年来，租房

成为年轻人生活中的一大痛点，尤其是毕业季，找

到工作后如何解决租住需求成了年轻人的老大难

问题，租房难、租金贵、服务差、纠纷多，让生活在城

市中的年轻人倍感压力。此外，除了退房时的定损、

扣费纠纷外，不少人在租住期间还受人身安全问题

所困扰。

  受访专家认为，年轻人，尤其是刚毕业的大学

生，有切实的租房需求，但由于其自身社会经验不

足，以及一些“黑中介”的存在，导致租房时屡屡踩

“坑”。建议完善租房市场的法律体系，相关部门优

化租房市场环境，严厉打击“黑中介”等不法行为。

同时，租赁双方都应谨慎签订合同，遇到问题时勇

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黑中介”诱人签约

短租陷阱多人上当

　　“来青岛的第一个月就被‘坑’了。这家中介公

司简直就是‘空手套白狼’，短租他们的房子，然后

还要给他们找客户转租出去，租个房子还成了他们

的免费员工了。”提起通过山东青岛某中介公司的

租房经历，王蒙(化名)就气不打一处来。

　　今年7月，大学刚毕业的王蒙准备利用找工作

的间隙，在青岛找一个出租房短租一个月。在看到

该中介公司发布的广告后，王蒙和中介取得了联

系，对方表示，短租一个月或者几个月都可以，但是

合同上的租期要约定一年起租，等不想租了再转租

出去就行。

  “如果转租不出去怎么办？”面对王蒙的疑惑，

中介表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同事群里有100

多人，可以帮着一起找人承租；如果一时找不到人，

到时候押金也肯定会退。王蒙相信了中介的话，准

备先从7月9日租到8月8日，短租1个月，但因为合同

上写的租期是1年，所以押金也交得多些。当时中介

还宽慰她：只是走个形式，到时候房租一到期就立

马归还。

  “结果到了7月30日，离约定的租期还有9天，中

介就让我搬走，还说因为我没有提前找到转租的

人，要扣我两倍的押金。说好的帮我找转租，结果成

了我自己找。我租一个月房租才1300元，不仅没有住

满一个月，还要扣我押金2100元。”王蒙气愤地说。

  中介再也没了当初的热情，打电话发消息都不

回。王蒙投诉到相关部门后，对方建议她提起诉讼。

“可谁会为了两三千元去耗时耗力和他们打官司

呢？他们可能就是利用这一点，肆无忌惮‘坑’刚毕

业没经验的年轻人。”

  因为工作生活忙碌，王蒙只能先从出租屋搬

出，目前还在想办法要回被扣的押金。她为此将经

历发在社交平台上，组建了一个维权群，一个月不

到，就有200多人进群称被该中介公司欺骗，目前没

有一个人要回押金，而该中介公司仍在社交平台发

租房文案。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签约前满口承诺，忽悠原

本想短租的租户签长租，之后以违约之名“赚取”租

户违约金，已经成了一些“黑中介”的惯用套路。

　　去年7月，刚大学毕业的江苏南京人王力(化名)

同样遇到了短租陷阱，原本打算只租两个月的他在

签合同时发现，两个月的租期变成了一年，还要交

一年的管理费。租金、管理费、中介费加押金，他一

共交了7000多元。

　　“中介称，不写长租期，就没有人会租房子给

我，而且租期长，租金也会相对低些。因为着急租

房，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合适的房源，我就签了租

房合同。中介口头承诺2300元押金和10个月2300元

的管理费一定会退，为了防止不退我还录了音，结

果没注意合同上写明需要转租成功才会退这笔钱。

结果房子到期后，中介以没有成功转租为由不退押

金，且剩下的服务费被当成违约金不予退还。”

　　王力报了警，双方调解未果，当地警方建议通

过诉讼解决问题。“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去和中

介公司耗，这笔钱只当是初入社会买了个教训。”

金额低维权成本高

大多选择忍气吞声

　　“在××社交平台遇到为租房推流的骗子，大家

租房时一定要擦亮眼睛！”

　　今年7月，上海市宝山区的陈铭(化名)看上了某

中介公司在社交平台上发的一处房源，去之前一再

确认为真实，可结果到了现场对方却说房子已经租

掉了，有其他合适的可以带看。

　　“这样的事情我遇到不止一回了，之前还有一

次有中介给我发来房屋视频，我看了后感觉不错，

结果实地看后和视频中完全不一样，连建筑格局都

不同，浪费了我很多时间。后来我在社交平台上刷

到不少避雷帖，才知道这种都是无良中介公司引

流，跟你聊天和带你看房的实际上都不是同一个

人。”陈铭说。

　　记者调查发现，有不少房东或中介会利用社交

平台违规引流。

　　有业内人士透露，这种中介公司的基本套路

是：在各大社交平台发布低价引流房源，作出各种

各样的承诺，比如免费维修、定期打扫等。“而实际

上签合同时会给你挖‘坑’，比如你想短租，诱骗你

签一年；比如谈的时候说房租900元一月，但实际支

付时要你支付高价，说后续通过补充协议退还。最

后当你想要退租的时候，就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扣你

房租。这种中介公司最爱骗的，同时也较容易上当

的，就是学生和刚踏入社会工作的年轻人。”

　　去年7月，刚毕业的河北遵化人李尧(化名)通过

北京某中介公司租了一套房子，租期为一年。今年

租期到后，李尧选择不再续租，办理好交接手续后，

当时交的4000元押金却没有立即返还。

　　“当时说的是公司需要走个审批流程，很快就

能退押金，等到了第三天，我问押金能退吗，对方表

示需要5个到7个工作日，他可以帮忙催催，等到第5

个工作日肯定能退。结果5个工作日后还是没退，当

我再问押金什么时候才能退时，对方却急了，反问

‘是不是怕公司不退你钱’？”

  在扯皮了近一个月后，该中介公司仍找各种理

由拖扣押金。李尧拨打了12345服务热线，在当地房

管部门的介入下，押金才得以退回。李尧告诉记者，

他把这段经历发在网上后，不少网友称，自己通过

该中介公司租房也被故意扣下了押金。

  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租房避坑”等话题，发现

不少年轻人在讲述自己租房时遇到过的各种各样

的问题，包括租到甲醛房、碰到房东或合租室友骚

扰、遇到水电费“刺客”、退房不合理定损等。

  有网友住在房东直租的房子里，房东以“怕有

事家里没人管”为由，要求自留一把房屋钥匙，之后

多次不打招呼直接开门进屋，网友提出退租被以

“提前解约违约”为由扣了押金；有网友称，北京某

中介公司在租房正常到期后以公司审核为由把合

同押金单骗走，之后以各种理由不给退押金；有网

友在租了天津某中介公司的公寓后，日均电费9.6

元，远超正常用电标准，在自己回老家那几天电表

依然走得飞快……

　　租房为何大小“坑”不断，成为难以解决的顽瘴

痼疾？

  在华东政法大学房地产政策法律研究所所长

杨勤法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租户层面，年轻人租

房需求较大，尤其在每年毕业季。然而，年轻人特别

是毕业生大多对租住城市缺少了解且缺少实地看

房的机会与时间，匆忙通过线上看房并签订合同的

行为大幅提升了租房踩“坑”的可能性。在房屋租赁

过程中，合同是保障出租方与承租方双方权益的重

要文件，但承租方大多对合同条款欠缺认识，特别

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经验不足致使其难以识别合

同中暗藏的诸多“猫腻儿”。

  “此外，租户遇到租房问题时，维权过程往往耗

时耗力，涉及的金额往往不高，但维权的精力成本

和时间成本相对较高，导致很多租户无奈选择忍气

吞声。”杨勤法说。

　　中介行业准入门槛较低，大量小中介公司逃避

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违法成本较低，违规的处罚

措施通常为记入信用档案和处以不超过3万元的罚

款，这些都增加了打击“黑中介”的难度。另外，中介

服务质量参差不齐，一些中介可能存在隐瞒信息、

夸大宣传甚至欺诈行为，增加了租户在租房过程中

遇到问题的可能性。

  “信息平台缺乏，租赁信息不对称。”杨勤法指

出，当前，房屋出租人与承租人大多是通过中介机

构、熟人等第三方进行房屋租赁交易，权威透明的

房源信息平台的缺乏导致租赁双方在交易过程中

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风险，增加了交易成本与风险。

一方面，对于出租方而言，难以真实了解承租方的

交租能力；另一方面，对于承租方而言，中介机构

等对外发布的租赁信息的真实性和时效性难以

保障。

  当前，房屋租赁相关事项的管理与规制主要

依赖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的《商品房屋租赁

管理办法》，但该规范性文件为部门规章，法律层

级较低，难以满足规范房屋租赁相关活动、保障当

事人合法权益的现实需要，也不利于统筹管理地

方工作的开展。同时，监督管理工作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根据《商品房屋租赁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

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及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建设(房地产)主管部门为房屋租赁活

动的主要监督主体，但值得注意的是，房屋租赁活

动往往涉及多个职能部门，部门间信息的闭塞在

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部门落实监管职责，影响对租

房市场潜在问题的发现和预防。

　　“房屋租赁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市场和

社会的共同参与和治理，但目前社会共治机制尚不

健全，缺乏有效的协调和合作。”杨勤法说。

制定租金控制政策

加强租房市场监管

  《2023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显示，我

国租房人群已突破2.6亿，一、二线城市年轻人可接

受租房时长近10年，且品质租住需求持续增长。

　　随着租赁市场规模的扩大，随之而来的问题也

开始显现。

　　2023年7月，媒体发布的一项有1001名受访者参

与的调查显示，80.7%的受访者毕业时为租房而困

扰，其中“不了解租房市场，担心踩坑”是大家最困

扰的问题。

　　今年7月31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等5部门发布《北京市住

房租赁押金托管和租金监管暂行办法》，将承租他

人住房从事转租的住房租赁企业收取的租金纳入

监管，承租人可通过住房租赁合同备案编号等信息

查询账户余额。该办法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

　　杨勤法建议，制定合理的租金控制政策，防止

租金过高。调研当地的租赁市场状况，包括租金水

平、供需关系等。根据市场调研结果，制定合理的租

金上限标准，确保既能满足低收入群体的需求，又

不会过度打击房东、中介公司出租房屋的积极性。

  北京观韬(西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陕西省法

学会房地产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李慧文认为，要想

让年轻人顺利租到合适的房子，相关部门应优化租

房市场环境，严厉打击租赁市场的不规范行为，引

入专业力量进一步规范租房交易流程，特别是在合

同签订、租金变动等方面为年轻人提供相关的支持

体系，积极打造公开、可靠的租房信息平台。

  “政府或其指定主体可在政策支持下加大保障

性租赁住房的供给，给符合条件的年轻人提供良好

的租房条件，并加强运营能力，促进保障性租赁住

房发挥更好的社会效能。”李慧文说。

  “还要完善租房市场的法律体系，就规范租房

合同的签署与履行、加强租房市场监管、针对社会

关注较高且争议发生频率高的租房问题等，通过与

时俱进发布相关法律及政策，逐步完善租房市场的

法律体系。同时要保障租赁房屋的安全性，引入第

三方认证机构，对出租房屋的质量、环保标准(如甲

醛检测)进行认证，确保租赁房屋符合基本的安全

和健康要求。”李慧文说。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住建业务中心副主任、中

国物业管理协会法律政策工作委员会委员陈阳说，

租赁双方都应该更加谨慎地去签订合同，仔细阅读

合同条款，确保对租金、租期、押金、维修责任等关

键内容有清晰明确的认识；在租赁合同中明确双方

的权利义务，包括但不限于房屋使用、维修、转租、

解约条件及违约责任等，确保双方权益得到合理保

护；租客也应当上门看房，现场核实房源信息的真

实性，电器设备的完好程度等，确保租房体验的舒

适与安全，避免踩“坑”。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张海燕

　　

　　23年前，上海市宝山区某小区出租

屋内突发命案。警方赶到现场，映入眼帘

的是头部被砍伤的死者、沾血的不锈钢

菜刀、撕毁的通讯录、泡入脸盆的手机，

以及一颗吃剩的苹果核。

  囿于当时的技术手段，案件迟迟未

破，但现场遗留的生物信息被永久保

存。直至今年2月，案件迎来转机，迷雾

被渐渐拨开。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

侦支队在市局刑侦总队的指导下，持续

追踪，于近日破获了这起23年前的命案

积案。

命案发生疑似熟人作案

　　2001年12月31日傍晚，宝山警方接群

众报警称，其朋友在宝山某小区出租屋

内被人杀害。警方勘查现场时发现，死者

黄女士殁年32岁，头部被砍伤，推测死亡

时间为当天中午，现场有一把沾血的不

锈钢菜刀，民警判断该出租屋为第一案

发现场。

　　现场除了凶手留下的凶器，警方还

发现了撕毁的通讯录、泡入脸盆的手机

和一颗吃剩的苹果核等。警方从报警人

处得知，死者生前人际交友复杂，通讯录

上会记录一些经常来往的朋友联系方

式。同时，报警人还给警方提供了一条线

索，死者平时从不吃苹果，但有削苹果招

待客人的习惯。经检测，现场遗留了两种

生物痕迹，除死者本人外，另一种生物痕

迹很可能属于凶手。根据以上线索，警方

把侦查重点放在了熟人作案上。

　　一方面，警方通过血型比对和不在场

证明排除了报警人作案嫌疑。另一方面，

警方从通信公司查询到了死者手机的最

后一次呼号记录，并锁定到此拨号来自案

发地附近一家烟杂店的公用电话。

　　据烟杂店员工回忆，当天中午有一

名年近40岁，身材瘦小，着深色夹克衫，

且带有江苏南通一带口音的男子来拨打

过电话。刑侦专家根据体貌特征绘制了

一份模拟画像。民警带着这份画像对案

发小区39幢居民楼和周边5公里范围进

行了撒网式走访，但毫无收获。

制服衣领指引破案方向

　　由于画像辨认迟迟没有进展，侦查员

认为嫌疑人可能不是附近居民，因此把侦

查方向转移到了嫌疑人职业上。侦查员从

模拟画像上的夹克衫衣领入手，大量收集

了当时社会上主流的制服样品，结合宝山

地区特点，推测这名嫌疑人的职业可能

性：出租车司机、冶金工人或建筑工人。

　　侦查员历时3个月，带着嫌疑人画像

走访了1400余名出租车司机；对案发地周边冶金企业约1000名南通一

带口音的员工进行了全量走访；对毗邻案发地的一处在建工地内的

100余名南通一带口音的务工人员进行了逐一摸排。在此基础上，警

方在近6个月时间内，梳理了案发地周边的居住登记和旅馆登记信

息，但均没有找到侦破线索。

　　此后20年间，宝山公安分局刑侦支队每年都要组织侦查员进

行复盘研究，并在当年侦查覆盖面的基础上，对相关单位离职、退

休员工及家属等进行扩线侦查，多次组织民警在江、浙、沪、皖等地

持续调查。随着时间推移，凝聚着一代代刑警们无数个日夜心血的

案卷越来越厚，也为有朝一日破获案件积累着一块又一块“拼图”。

技术攻坚终破尘封旧案

　　近年来，宝山警方将科学技术、数据应用与侦查工作融合，对

系统中的生物样本不间断、滚动式比对，将纸质化的积案材料建立

数字化“一案一档”，创新图像技术侦查破案，对海量信息数据进行

分析、关联、碰撞，持续开展线索核查比对，不断提升信息研判精确

制导作用。

　　2022年年底，宝山警方运用最新技术对当年案发现场提取的

物证进行化验分析后，坚定了系江苏南通地区人员作案的判断。根

据这一重要线索，宝山公安分局刑侦支队重案队迅速组建5人侦查

组前往江苏南通进行调查，但令人遗憾的是，侦查组在跨度14个月

的20余次出差办案中，始终未找到嫌疑人。

　　命案不破，侦查不息。今年2月，案件终于迎来了转机。江苏警方

在侦查一起盗窃案件时，发现有生物信息与宝山命案的嫌疑人高度

相似，宝山警方立即赶赴当地。就在侦查员辗转开展大量走访排查工

作时，一名村干部在辨认模拟画像后向警方反映：此人很像已故村民

沈某。经比对户籍底档信息，民警发现，沈某照片与画像有极高的相

似度，案发时36岁，且身材特征与嫌疑人也十分吻合，但现已死亡。

　　为了进一步核实沈某身份，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专家与宝山

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刑科所组成技术攻坚小组，确认了沈某的生物信

息与当年案发时遗留在现场的生物痕迹完全吻合，且具有排他性。

　　在此基础上，民警结合电子案卷底档，继续对当年熟悉沈某情

况的亲友、工友进行走访核实和回访。据沈某亲戚和邻里回忆，沈

某曾于2000年起到上海务工做装修，几乎从不回老家。2002年年初，

沈某突然回村后，变得谨小慎微，再也不出远门，对上海务工的经

历更是只字不提，直到2015年因病去世。同时，警方也在当地找到

了当年与沈某一同在沪务工的工友，据回忆，沈某当年长期在宝山

城区某街心花园招揽零散装修活，与死者平时活动的地点一致。

　　经进一步科学比对，犯罪嫌疑人确为已死亡的沈某。至此，尘

封23载的命案真相大白，警方也将这一消息告知死者家属和历年

经办案件的侦查员们。

　　据悉，今年以来，上海警方先后侦破命案积案8起，抓获犯罪嫌

疑人9人，其中跨度20年以上命案4起，最长案发时间达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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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租房，为何大坑小坑踩不断

短租变成长租退款承诺不作数 发布虚假房源找各种理由拖扣押金

  “本以为头回租房

很顺利，结果退租时才

发现租房的‘坑’只是晚

来了些。”近日，在湖北

武汉工作的李女士向记

者反映租房问题，称自

己和不少同学在毕业后

都遭遇了租房的“坑”。

  李女士去年大学毕

业，当年7月在工作地租

了一套房，为期一年。

“当时就听不少同学说

租房遇到了‘坑’，比如

中介发布虚假房源，住

进去后发现房间甲醛超

标等。自己没遇到这些

情况，觉得挺幸运，没想

到今年7月退租时麻烦

来了。”李女士说，房东

以各种理由扣了她800

元押金。

  “身边不少年轻人

感叹：租房成了毕业生

进 社 会 被 上 的‘ 第 一

课’。”李女士说，希望相

关部门规范租房市场，

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为此，记者展开了

调查。

调查动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