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投入：

钱要花在刀刃上
今年是修改后的预算法

正式实施的第一年，这部被称
为“经济宪法”的法规有一处
修改颇引人注意：该法案根据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重
点支出一般不同财政收支增
幅挂钩的要求，删除了以前预
算审查和执行中涉及法定支
出的规定。 记者梳理发现，其
中就包括不再提教育财政性
投入要占

GDP4%

的“惯例”。

教育投入不再提
4%

“红

线”，不是教育要“差钱”，而
是钱要花在刀刃上。

对于担心未来教育支出
是否会减少， 财政部部长楼
继伟曾在多个场合表示，脱
钩不意味着减少， 而是为了
把钱花得更有效。 在现阶段，

教育仍是重点支出。 在财政
收支矛盾紧张的情况下，未
来教育投入重点不是差不差
钱的问题， 而是能否把钱统
筹花在最需要的地方， 花得

更有效、更公平。

取消教育投入
4%

的支出
挂钩，绝对不意味着教育投入
会减少，而是在保障教育投入
总量的同时，实行“差异化”政
策， 也就是在投入上不再做
“锦上添花”，要多做“雪中送
炭”，教育基础好、财政实力强
的地方可能少投点，经济实力
弱的不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多
给一点、甚至会给很多。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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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高考公平，

还有哪些地方仍需努力？

近日，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出台，高考志愿填报工
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高考话题，在这个

6

月的末尾，再
次点燃。 而高考公平， 仍然牵系着千千万万的学生、家
长，成为众人的殷殷期待。 取消体育、艺术等鼓励性高考
加分，

25

省份统一
2015

高考命题……实现高考公平，除
了这些，还有哪里需继续努力？

考试纪律：

对舞弊替考者惩处太轻
6

月
8

日，

942

万高考考生走入考场， 接受“检
阅”。 然而，有媒体报道，多名“枪手”在江西南昌一些
高考点参加考试。 严防死守之下，舞弊丑闻仍时有曝
光，且呈现规模化和组织化的特点。 这一严峻形势提
醒人们：杜绝高考舞弊现象，源头布控防堵固然重要，

但依法治考、事后严惩，也急需大力加强。

以对替考行为的处罚为例，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
理办法及相关法规均有明确规定，但主要针对当事考
生和“枪手”，而且停留在治安管理处罚层面。 相关法
规缺乏对策划组织者和监考人员违法犯罪行为的实
质性规定。

2014

年在河南杞县、 通许等地发生的高考替考
舞弊事件中，

160

多名考生违纪违规， 规模之大令人
惊愕。 但事后盘点处理结果，除了两名替考中介分子
被追究刑责外，多数参与者受到的都是党纪和行政处
理。 如此“高举轻放”，自然难以对今后可能发生的舞
弊行为起到应有震慑作用。只有让高考舞弊利益链上
每一个环节的参与者都付出沉重代价，才能早日迎来
弊绝风清的考场生态，守护高考公平公正的底线。

自主招生：

专业招生队伍、特色选拔方式是短板
6

月
10

日至
22

日，被称为“小高考”的自主招生
在各地紧锣密鼓地开展。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今年的自主招生一律安
排在全国统考结束后、成绩公布前进行，且不得采取
联考方式。 新的办法带来了一系列变化，最显著的变
化之一，就是遏制了高校间白热化的生源争夺战，杜
绝了学生过早地为了选择学校来开展无序的竞争，

保障了高中教学的稳定。 可以说，自主招生改革外围
清扫的活儿上了轨道，当然改革不是大功告成，而是
大头在后边。

自主招生改革的核心是各个高校建立专业化的
招生队伍，通过具有各校特色的选拔方式，把真正学
有所长的学生选拔出来。 可是现实是，无论是专业化
的招生队伍，还是具有各校特色的选拔方式，都是中
国高校自主招生的短板，都需要探索和完善。 正如一
些专家所言，特别是在选拔方式上，如何使选拔更加
科学、更能体现本校特色，都是高校面临的新课题。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规范高校自主招生
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由考生向试点高校提出申请，

有关中学、 社会团体或专家个人等均可实名提供推
荐材料，从根本上解决了机会均等问题。 所有的学生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兴趣申请资格。 同时，中学
也不必再分三六九等，而拥有同等的权利。 本次规范
对于自主招生的科学性作出明确要求之后， 也对高
校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如何真正确立以能力为标
准的门槛，而非以中学名气为门槛？ 如何评估学生的
“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 在改变以往给中学更多
的信任和推荐主动权之后， 是否会更多地依仗各级
竞赛作为审核依据， 是否会导致更多的考生重新走
回热衷于各种竞赛的老路？

异地高考：

存在户籍限制、报考院校限制
中国自

1977

年恢复高
考以来， 规定考生只能在户
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由此产
生了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无法在居住地参加高考的难
题。 这一状况被认为并不公
平，由于各省份教材、教育水
平不同， 随迁子女回原籍高
考面临巨大的困难。

2012

年
8

月，中国有关部
门要求各地在因地制宜的方
针指导下出台随迁子女“异地
高考”方案。

2014

年，“异地高
考”的覆盖面扩及

28

个省份。

“美中不足的是只能报
考高职院校。 ”在广州高考考
点，一些随迁子女的亲属说。

其他一些省份也有类似限

制。 例如，北京规定没有本地
户籍学生只能报考高等职业
学校（高职）；上海不仅要求
学生有在本地的中考和高中
学历， 还要求其父母连续持
有上海居住证

3

年以上且积
分达

120

分以上。

对此教育专家的解释是，

在现有户籍制度下，设置较高
的异地高考门槛有其合理性。

如果放宽将加大城市管理难
度，加剧教育压力，带来就业
困难等更多社会管理难题。

“异地高考” 从政府层面
上已开始“破冰”，未来发展的
趋势还是很乐观的。但在发展
过程中难点和矛盾有很多：一
是在观念上，教育公平与地方

保护主义的矛盾，这是最大难
点；二是制度上，根本阻力在
于户籍制度。大城市外来务工
人员众多，这是异地高考改革
推进的关键。 “现有户籍制度
不改变，‘异地高考’即使实行
了也会‘打折扣’。 ”

异地高考“开门”，不仅
是教育热点，更是社会难题，

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
和服务水平。 城乡分治的户
籍制度能否打破？ 由流入地
政府单向承担的经费保障体
制能否完善？ 全国联网的电
子学籍管理能否发挥效用？

这些“教育之外的功夫”，还
需要政府、社会共同努力，考
生、家长多方理解。

录取比例：

各省份录取率差别大
今年全国两会上， 有人

大代表建议， 按各省考生人
数分配重点大学录取名额。

多年来，山东、安徽、广
东、河南、四川等人口大省
的录取率还处于较低水平，

一直是高考公平领域的热
点话题。 有关数据显示，

2013

年，河南
75.8

万考生，

有
85

个北大名额， 录取率
是

0.01%

， 北京
7.3

万考
生，拥有

226

个名额，录取

率为
0.31%

。

人大代表建议， 各知名
高校制定招生计划时应科学
考虑人口、 教育质量等综合
因素， 保证各地考生录取机
会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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