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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自主招生有倾斜才会有公正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备受瞩目的高校自主招
生考试又有新动向。教育部
日前发出通知，对2012年高校
自主选拔录取试点工作进行
部署，强调应向农村地区中
学或考生等适当倾斜。

作为现行高考制度的有
益补充，高校自主招生以促
进创新人才选拔、实施素质
教育为目的，为一些综合素

质较高的学生提供了直通名
校的快捷通道。但不可否认
的是，高校自主招生在具体
的操作过程中，出现了一些
偏差。比如在一些自主招生
考试中，诸如“微软和索尼的
高端游戏有哪些”、“谈谈你
对城市道路功能的认识”等题
目频频出现，这种选拔标准单
一、命题过于城市化的倾向，
令很多农村学生望而兴叹。

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严
重不对等，已经成为我国教
育领域的一个痼疾。在师资
力量和办学经费上，城市的

学校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可
以为学生培养兴趣爱好，创
造实践条件。而很多农村学
校，甚至缺少正规的图书馆
和体育设施，学生们所能做的
只能是埋头苦读，以自己的拼
搏改变命运。同时，家庭条件的
差距加剧了城乡学生课外教育
的不平衡，也让农村学生在竞
争中处于劣势。有调查数据显
示，清华大学2010级学生中农
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北京
大学只有10%，但当年的高考
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所占
的比例是62%。

在“寒门难入高第”的社
会背景下，侧重以文艺修养、
课外知识的积累为考评标准
的自主招生考试，成了更适
于城市考生博弈的竞技场，
却绊住了多数农村孩子通往
名校的脚步。以陕西省为例，
2010年北大清华在陕西自主
招生名额的98 . 9%被西安市的
五所“超级中学”垄断。

每一项制度的制定，都
必须充分考虑客观存在的现
实。拿着一把本身存在偏差
的尺子去衡量城乡学生的

“素质”，看似是一种公平，实

际上是一种先入为主、不负
责任的做法。这些所谓的“素
质”差距，未必不能通过以后
的学习加以弥补，而且农村
学生具备的很多优良品质，
也是很多城市学生所不具备
的“素质”，这却无法在考试
中得到体现。当前，我国城乡
发展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农村学生更需要通过高等教
育改变自己的命运和乡村的
面貌。制定向弱势群体倾斜
的招生政策也是实现社会公
正的一个必要手段。

教育部此次发出的通

知，对于高校自主招生大方向
的调整，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除此之外，还应当有进一步的
具体办法，比如督导各名校制
定多种标准的试题等，切不可
流于形式。目前，清华大学已
经在新疆、甘肃等贫困地区和
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了自主
招生的B计划，在申请条件、考
试费用、评价体系上给予农村
学生支持，更加重视他们的成
长经历、心态志向和学习能
力。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唯有兼顾公平，“厚德载物”的
精神，才会真正落在实处。

封二

□赵勇

说到税负，我们如今已
经会很习惯地将这个“税”扩
展为“税”加“收费”。毕竟，就
强制性和不可避免性而言，
行政事业性收费与税并无区
别。

每年的税收了多少，是
有数字的，但这个“费”呢？到
底一年收了多少，却一直是
个谜。

11月22日的东方网通过
转载《人民日报》的报道提供
了一个数据：中央党校校委
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撰文指
出，2009年，进入预算内的收

费罚款收入为8962 . 2亿元，有
统计的预算外收费罚款收入
大约为7900亿元，而无统计
的预算外收费罚款收入估计
在5100亿元左右，共计约为
21962亿元，超过了税收的三
分之一。

作为一个学者的个人研
究结论，周先生给出的数据
不一定那么准确，但行政事
业性收费与罚款已经成为民
众的沉重负担，却是不争的
事实。事实上，作为一个普通
公民，无论你是去换个身份
证还是做个驾照之类的年
审，甚至你去政府机关领取
各类证照，都要缴纳数额不
等的工本费。其他附着于更
换补办证件之上的各种体
检、牌照费用，更是一样都不

能少。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行
政事业性收费，成为民众获
取行政服务时实实在在的负
担。这些形形色色的收费以
及各种罚款，把民众变成了
随用随取的提款机，巨额收
费和罚款，却成了一些部门
小金库资金的主要来源。在
巨大经济利益的左右下，一
些地方更是形成了“执法是
手段，罚款是目的”的罚款经
济，罚款有提成、超收有奖
励，成了一些执法部门心照
不宣的潜规则。

周天勇先生认为，清理
乱收费，必须对收费项目和
规模进行彻底清查，进行费
归税、费改税的改革。清理乱
收费当然是必要的，费改税
也是办法之一。但有一点必

须搞清楚，即便有些并不违
规的行政收费，其实也是不
合理的，所谓的清理乱收费
和费改税，对这些收费项目，
并不适用。举个很简单的例
子，公民去政府部门更换或
领取各类证件，一般都要被
收取工本费，这就是完全不
合理的——— 公民通过税款已
经支付了购买行政服务的费
用，现在却要再交一次工本
费，这不是重复收费是什么？

公民缴纳税款供养政
府，政府部门为公民提供行
政服务，这是双方基于契约
的责任和义务。严格来说，在
税收之外，政府部门不应该
再有任何的经费来源，这也
是税收法定的初衷，更是节
制权力牟利冲动的必须。至

于罚款，也应该更多地让位
于行政处罚，让政府部门远
离“权力变现”的可能。

更重要的一点是，由纳
税人通过税款供养的政府部
门，为公民提供任何行政服
务，都应该是免费的——— 你
不能要求一个人为他已经付
过钱的服务再付一次费。由
此来看，所有“工本费”之类
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都
应该全部撤销。如果“免费行
政”的理念不能确立，那么，
行政事业性收费就永远是民
众跳不出的“重复收费”怪
圈。

@陈淮：
某人继承一个价值百万

的房子，过户免税。可其再卖
时，哪怕按百万原价，也需按
全额征20%个税，即20万！还不
如当初按买卖过户，按全额
1%的简易税率交1万元个税，
这样再卖时只需按增值部分
缴个税即可。
@范以锦：

面对就业，有人淡定，有
人慌不择路。不同人、不同环
境会有不同感受，心态、经验、
机遇都有可能对就业带来影
响。有些人不是没有机会，只
是拿不定主意。不符合自己心
意的岗位也许真的不喜欢，也
有可能是错觉，不妨先试一
试。岗位的选择和调整，也会
改变一个人的心态。

“免费行政”是天量收费的治本之策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农村学生更需要通过高等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和乡村的面
貌。制定向弱势群体倾斜的招生政策也是实现社会公正的一个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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