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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4日 星期日之 关注高考

本报讯 （记者郭少峰）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昨日表
示，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将
很快出台，现在已进入最
后冲刺阶段。“异地高考是
有条件的，除了考虑城市
承载能力外，还对家长和
孩子有一定条件要求，家
长要在当地有工作。”

鼓励各地尽快推进

昨天列席全国政协十一
届五次会议开幕式的袁贵仁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考改
革方案“很快就会出来”。

在有关异地高考的问
题上，袁贵仁表示，教育部
正鼓励各地尽快推进，有些
城市可能难度稍微大一些，
教育部也为此正在积极协
调，现在到了最后的冲刺阶
段了，涉及很多情况，比较
复杂。袁贵仁强调，在参加
高考的问题上，目前全国还
做不到自由地选择到哪个
地方去考试。

与山东政策思路一致

此前，山东省已在全国
率先突破高考户籍限制，从
2014 年起将允许非户籍考
生在山东参加高考。袁贵
仁表示，教育部酝酿中的异
地高考改革方案与山东出
台的政策“思路上一致”。

袁贵仁称，去年1月起，
教育部就在各省市展开方案
调研、对接和征求意见的工
作，现在到了最后时期。教
育部很快就会出台一个总的
文件，同时鼓励各省积极推
进，出台自己的高考方案。
谈及方案公布时间表时，袁
贵仁表示：用不了十个月。

高考移民不具备条件

对于异地高考，袁贵仁
表示，教育部正“积极推进，
要有条件准入”。他解释说，
参加高考毕竟有条件，“不可
能所有人都到一个城市读
书”。袁贵仁列举了异地高
考条件：城市的承载能力，家
长有条件，孩子也要有条
件。“家长要在这里工作。高
考移民是没有这些条件的，
孩子在外地读书，家长在外
地工作，孩子却在这个地方
考试，这是我们不同意的”。

对于部分考生放弃高
考参加国外大学入学考试
现象。袁贵仁说，现在开放
的力度越来越大，有些家庭
有能力承受孩子到国外学
习。袁贵仁补充说，他相信

“大家最终会选择中国的高
等教育”，因为中国的高等
教育有很多是很优秀的。

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十个月内公布
教育部表示，异地高考“要有条件准入”，除考虑城市承载能力外，考生家长要在当地有工作

“考生在哪上学就该在哪高考”
山东省不久前推出高考新政策：从2014年起，凡在山东省高中阶段

有完整学习经历的非户籍考生均可在山东省就地报名参加高考。来京
参加全国两会的部分人大代表认为，“就地高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教育
资源的开放和共享，但是要在全国推行还面临一些难题。

“哪上学就在哪高考”

山东首先破冰的“就
地高考”，解决了在山东务
工的外来人员子女回户籍
地高考的烦恼。长期以
来，我国各地都实行高考
户籍限制政策，这样就导
致广大非户籍考生只能回
到原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
北流市教育局副局长王幼
薇谈及“就地高考”深有感
触，她身边有一些朋友在
广东等地打工，孩子在当
地出生成长，受到的教育
也比家乡好，但回原籍参
加高考却很少有考出好成
绩的。全国人大代表，合
浦县廉州中学副校长周怀
慷认为应该以学生的利益
为出发点，“对考生来说，
应该是在哪里上学就在哪
里高考，这样才公平。”

要防变相“高考移民”

山东“就地高考”政策
出台后，有舆论表示此举
将是把双刃剑，在解决务
工人员子弟回家高考困难
的同时，也可能会引发变
相的“高考移民”。

“高考移民”问题在我
国 不 少 省 份 由 来 已 久 。
2005 年，海南的“高考移
民”人数多达 9793人，以当
年 报 名 人 数 4.49 万 人 计
算，平均不到 5 名考生中，
就有 1名高考移民。此后，
国家对“高考移民”实行严
厉的铁腕政策，“高考移
民”潮逐渐平息。

王幼薇认为，“就地高
考”如果从考生利益出发，
肯定是在居住地参加高考
更为公平合理，但难免有人
会钻空子，还要看实际执行
中怎么来规避这类问题。

解决高招资源分配不公

其实，对“就地高考”大
众最关心是否会抢占本地
的教育资源。“就地高考”话
题背后的根本矛盾，在于高
校的招生资源分配不均衡。

周怀慷说：“各大学的
高考录取名额没有公平分
配。像北大清华复旦等一
类院校，给山东、河南等省
份不过几十个名额，却招收
大量本地生源。大学的招
生名额应该按省区情况合
理分配，分数线应该不要差
距太远。周怀慷认为，教育
资源应该保证在同一个区
域基本均衡，差异是相对
的，没有绝对公平。他认
为，相对合理的差异更能促
使教育发展，教育资源的差
距应该是一步步缩小，而各
地也应该发展出自己的办
学特色。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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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有2.2亿人离开户籍地迁居异地工作和生活。据统计，2010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在流入地小学和初中就学的人数达到997.1万。其中，在公办小学和初中就读的分别占77%和80%。

考生在烟台三中考点外复习。2010年6月7日，高考第一天，山东省烟台市37713名考生在13个考区、28个考点迎战首日考试。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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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重庆
市政协原副主席陈万志
昨天表示，实现异地高考
的目标共识达成后，应确
定一定的时间表，以使得
这一问题对各地形成约
束力，“否则也可能遥遥
无期”。

陈万志说，目前由于
各方面的原因，必须在户
籍所在省份参加高考引
起了多方关注和诟病。

“这种不公平已非常表面
化了”。陈万志称，现在
打破高考户籍限制的呼
声很高，这说明，随着人
口流动增加，公民追求公
平的意识和权利意识在
提高，“在所有的公平里，
机会公平最重要”。这种
背景下，他认为袁贵仁部
长的这种表态算是迈进
了一步。他也承认，高考
户籍限制问题由来已久，

“一下子放开这种限制，
实际上也不可能，也难以
操作，要渐进推进”。

陈万志解释说，打破

高考户籍限制的解决过
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博
弈，“这算是一项重大改
革，可能是一部分的利益
相对受损，这种情况下利
益博弈就是一个价值取向
的问题和公平问题”。

陈 万 志 认 为 ，袁 贵
仁部长所提出的几个条
件使得问题解决起来具
有可操作性，“有一定的
条件限制”是可以理解
的。但他认为这几个条
件可以斟酌，像矛盾比较
集中的城市，“如果录取
分数线拉高甚至比其他
地方还要高，那谁 还 会
往那跑？”

对于袁贵仁所讲的
“目前全国还做不到自
由地选择到哪个地方去
考试（高考）”的说法，陈
万志希望这个“做不到”
需要设置一定的条件，

“在多少时间内不可行
还是永久性地不可行？”

本报记者 郭少峰

“实现异地高考
应确定时间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