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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会不会带来新的不公
京、沪、陕、赣委员观点大PK
文/片 本报特派记者 杨凡 吉祥 刘红杰 马绍栋

教育部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出台已箭在弦
上。“异地高考”会不会带来新的不公平？高考
移民合法，录取分数线低的地区能不能承受
住？6日，记者采访了来自北京、上海、西安、江
西等不同地区的委员。

陕、赣委员：

现行录取政策本来就不公平
采访中，来自西安和江西的两位委员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观点：现

行高考录取政策，本身就存在按地方分配名额、分配政策的不公平因素。
“异地高考”正是要纠正这种不公平。

全国政协委员、西安翻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韦苇：

现行户籍制度造成“高考移民”

孩子在哪读书就在哪
高考，这是非常天经地义的
一件事情，不应该拿户口来
卡学生，把户口作为高考报
名的防火墙。

高考指标向大城市倾
斜，所以有人到北京、上海参
加高考。在陕西能上二本的，
在北京能上一本，所以才引

起大家千方百计转户口到大
城市报考，问题的根子在这
儿。而农民工的子女根本没
这种财力去转户口，没这个
财力，更显得不公平。

户籍制度改革应该加
速，一个身份证管到底。孩
子去高考，起码让他报名的
起点是公平的。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正大研究院院长王东林：

目前教育资源配置脱节、滞后

目前教育资源配置上
脱节了、滞后了。教育部需
要调整什么？城市化率更高
的地方，你的教育设施的供
应量一定要提升起来，否则
就会供不应求。

异地高考会不会导致
新的不公平？我认为，现在
高考制度本身就不公平，地

区之间的不公平一直就存
在。北京上百所高校，别的
地方可能才十几所或几所
高校。异地高考冲击了这种
不公平，这有什么不行？就
是在这种对不公平的冲击
中，可以实现一定程度的公
平，我倒认为是恰恰冲击了
不公平。

来自北京和上海等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地区的委员指出，从教育公
平角度讲，异地高考应该推行，但需要宏观调控，各地应定不同门槛。

京、沪委员：

可以推行，但存诸多障碍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玉凤：

北京上海全放开会乱套

小城市放开，也没多少
人去，但北京、上海如果放
开就会乱套。

北京今年高考录取率
85%了，有人说不合理，我不
认为不合理。国家中央机
关、军队、高校所有这些高
层次人才都在北京，要是跟
小地方的高考升学率拉平，

这永远做不到。
这种不平衡要是完全

放开，高考移民肯定承受不
了，北京市承受不了，北京
市异地高考的门槛肯定要
高。北京高中教育资源就是
按照现有的规模配套的，现
在放开，教育资源够不够？
北京承受得了吗？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原党委书记张济顺：

地方财政恐无法承受

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讲，
异地高考是应该要推行的，
但存在技术上和制度上的
障碍。一个地方有多少高中
生入学，就有多少地方财政
补贴投入，这样一来，本来
输入地投在本市孩子身上
的财政，就变成了还要增加
一块投入到异地的考生上。

解决这个问题主要要靠中
央财政的宏观调控来解决，
上面要给政策，因为地方财
政是没法解决的。

异地高考要推进还有
大量的配套政策要跟上，包
括高中教育、基础教育，怎
样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
配套。

本报北京 3月 6日讯 (特
派记者 杨凡 吉祥 刘红
杰 马邵栋) 6日，全国政
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
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异
地高考”再次表态：教育部异
地高考方案很快就会出来，
具体什么标准、什么条件、什
么门槛，需要各地实际测算。
教育部也会在招生计划上进
行调节。

杜玉波表示，进城务工
人员子女结束义务教育之
后，他们的升学问题怎么解
决，党和政府都很重视。前一

个时期教育部在调查研究、
制定文件、听取意见，这个过
程基本完成了。教育部尽快
提出一个原则的指导性意
见，但真正解决，还是应该各
省根据总的标准、总的条件、
总的要求，去进行实际测算。

杜玉波坦陈，异地高考
放开，尤其在一些大城市，阻
力主要来自当地居民，所以
各地要把这些矛盾处理好，
在准入门槛上仔细测算好才
能确定。“山东规定在高中阶
段就读 3年的可以放开，有
的省可能规定十几年，制定

政策之前，都会有专家听证
意见，仔细测算。”

针对一些大城市在招生
计划指标上的吸引力会不会
随异地高考放开，带来新的

“移民”现象，杜玉波表示，在
近些年的高考计划指标投放
过程中，教育部一直在调剂。

“比方说，以前北京录取
率可能70%、80%，边远地区只
有30%、40%。那么，近些年我
们向西部地区增加投放计划，
这就是国家调控。现在所有省
市录取率都达到60%以上了，
我们心里就踏实点了。”

异地高考各地如何执行？教育部负责指标调剂

准入门槛需各地自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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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异地高考

正方观点

反方观点

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右）再次对异地高考表态。 本报记者 杨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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