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9月16日(星期五)A19 責任編輯：黃雲濤　版面設計：鄭世雄

調查之一

放 棄 大 學

9月2日，來自湖南株洲的丁永波正在東莞智通人才市場
尋覓倉管職位。丁永波去年放棄高考，他說家裡並沒有

經濟壓力，是自己主動放棄大學。丁認為，差的大學不好
找工作，畢業了也沒優勢，不如早點出來混點經驗。而丁
永波只是全國每年上百萬放棄參加高考和升大學的人之
一。

棄考人數連年攀新高
1,050萬，1,020萬，957萬，933萬，從2008年至今，中國

內地高考報名人數連續遞減。遞減總數達到117萬，而每年
遞減人數高則63萬，少則24萬。與此相反的是，放棄高考
的人數卻在遞增。根據教育部高考報名數據和應屆高中畢
業生數據推算，2009年放棄高考的應屆生為84萬人，到2010
年該數據上升到近100萬。
教育部稱，其中兩成棄考學生是因為選擇出國留學。但

據本報記者從學者、教師和學生中調查發現，大部分屬於
因大學成本太高收益太低而放棄高考，部分則因成績不理
想無心向學。
不知何故，2011年未公佈相關數據，導致棄考人數的推

算方式變得格外複雜。
第一種計算方式：教育部網站消息稱，2011年往屆生報

名較去年減少28萬名，而去年往屆生大約214.7萬，據此倒
推出今年往屆生為186.7萬人。今年全國高考報名總數為933
萬，因此，今年報考的應屆畢業生為746.3萬人。據國家統
計局公報，2008年全國普通高中招生837萬人。不過，從公

報近年招生數和三年後畢業數對比，每一屆輟學人數約三
四十萬，因此實際放棄高考人數應為50萬-60萬人之間。
矛盾在於，按照上述計算方式，去年高考應屆生報考人

數會得出742萬的結論，這和2009年的數字750萬很接近。可
是，統計公報顯示，去年高中畢業生794.4萬，既然教育部
宣稱去年高考棄考人數百萬，據此我們就會得出另一種結
論，去年參加高考的應屆生為694.4萬人。於是，引出第二
種推算模式：按教育部2011年應屆生持平的說法，應屆生
報名人數不到700萬，而統計公報稱三年前普通高中招生837
萬人，其中差距超過137萬。考慮到每一屆輟學、死亡等原
因減少三四十萬，棄考人數仍在100萬左右。

年「三棄者」近200萬人
這種數據的混亂，令包括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

奇等教育學者深以為苦，公開撰文質疑其中謎團。「目前
都是一頭霧水，教育部門肯定很容易查到，為什麼不公
佈，背後就有嚴重的棄考問題。」
不僅棄考現象嚴重，錄取後放棄赴大學報到的現象同樣

嚴重。每年全國放棄報到的比例在5-10%之間。有的民辦高
校報到率甚至不足一半。據悉，早在2006年放棄報到的學
生已達40萬人，2010年起該現象從高職高專、三本、二本院
校蔓延到一本甚至名牌大學。
早在2006年，甘肅省高招錄取9.65萬人，有2.2萬人未報

到，比例超過兩成。去年，湖北省教育廳統計，有3.5萬人
放棄報到，報到率低於90%。去年安徽省教育廳公佈的數據

也表明，本科報到率約90%，專科報到率僅80%左右。
廣東省河源紫金二中的陳老師證實，放棄去大學報到的

學生以第三批普通專科B類為主。一個高中畢業班六七十個
學生，但放棄三B院校的有十幾個。一方面，這類院校就業
不看好；另一方面收費比較貴，每年學費1.2萬-1.5萬元之
間。如果加上生活費，三年大專下來需要七八萬左右。陳
老師表示，「這不是普通家庭可以供的。」據他介紹，紫
金縣農民家庭收入主要以耕田和在建築工地打零工為主，
小工日薪只有40-50元。高考後放棄填報志願的群體也不容
忽視。以江蘇為例，去年第二階段志願填報時，約5.7萬名
符合條件的考生未填報，人數佔當年高考報名總數9%以
上。熊丙奇表示，這三種放棄現象疊加在一起，每年人數
應該接近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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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調查發現，放棄高考或放棄大學
的原因包括大學費用太高、就業難工資低、
家庭困難、大學學不到東西等原因。其中經
濟是主要因素，要麼是考慮經濟壓力太大被
動放棄，要麼是不滿回報太低主動放棄。
山東在讀大學生姜珊表示，多位高中同班

同學放棄高考。其中一女生覺得讀專科學校
沒前途，加上家裡沒那麼多錢上學；該女同
學棄考後，她的同窗好友也乾脆棄考，兩人
至今一起打工。另有一男同學，因家裡要為
哥哥買房籌備結婚，再無餘錢供他上大學，
因此也放棄高考。

在丁永波看來，表哥的大學經歷就是一個
慘痛的教訓，讀不讀大學根本沒區別。學模
具的表哥先後讀了六年，每年大約兩萬元開
支，家裡負擔超過10萬元。但是，表哥畢業
後在深圳呆了兩個月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只
好轉道杭州，在一家酒吧KTV做服務生。

十萬勸弟上大學被拒
在商風濃厚的潮汕地區，放棄高考更多的

是受到賺錢的誘惑。潮汕籍的李小姐以自家
為例稱，自己是重點本科畢業，月薪僅數千
元，男友姐姐專科畢業年入數十萬，男友哥
哥高中未畢業做的公司卻最大。揭陽人陳先
生在深圳華強北做電子產品貿易，儘管陳先
生鼓勵弟弟上大學，甚至提出學費之外送弟
弟10萬元，弟弟考慮再三仍然拒絕上大學。

學生走過場體驗高考
近幾年每年各地放棄填報志願的考生數以

萬計。河南高職高專二批錄取工作次日，有
5萬多人放棄報考。北京高考本科志願填報
網絡截至最後一天，有約1萬人未填報。陝
西省本科各批次實際錄取率38.2%，超計劃
5.2個百分點；但高職（專科）因線上7.6萬
考生不填報志願，實際錄取率僅為28.8%。
湖南漣源市的高中教師聶麗表示，每年高

考都有部分學生只考試而不填志願。這部分
學生一方面善始善終走完高中最後程序，另
一方面把高考當做是最後體驗，但成績不好
就乾脆不填報志願。

江西于都是典型的客家地區，「耕讀
傳家」是客家人恪守的生存發展之道。
但是，如今正在逐漸發生改變，1.3萬名
初中生大約一半人直接進入社會，而不
是進入高中繼續未完的學業。這種變化
與經濟考慮不無關係，高中教師肖先生
表示，如今很多學生打暑期工，發現打
工收入和老師工資差不多甚至還高，自
然就會認為「讀不讀差不多」。
肖先生感慨，和十年前甚至五年前

比，「課越來越難上，書越來越難
教」。一方面，學生不再相信「知識改
變命運」；另一方面，家長態度也和過
去重視教育大不相同，「覺得你把人管
好就行，學得好不好無所謂」。
同樣是客家地區，廣東韶關翁源縣的

李老師表示，所在學校近50人左右的高
中生班，「只有七八個人比較認真，其
他很多人上課就發呆，不知在想什
麼。」學生也不鬧事，但學習積極性確
實比較差；而家長也認為，就當是放在
學校多長了幾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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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郎平

一方面是數以百萬計的高中畢業生放棄大學，另一方面是大學招
生計劃數量繼續上升。這種反差造成部分高校無生可招，包括山東
等生源大省在內紛紛下降，湖南省甚至出台政策限制外地高校錄取
當地考生。部分省區招生比例高達八至九成，大學門檻幾乎不存
在，等同於報考者人人可上大學。
2008年，山東省參加高考人數為80萬，今年下降到58萬人，降幅

超過四分之一。其中青島市今年有近一成高中應屆畢業生直接放棄
高考，棄考學生大部分來自農村。8月底，媒體披露，生源大省山東
超過4萬招生計劃名額落空，儘管專科錄取線已降到180分，平均每
門課程只需要30分。

為保生源　湘拒外省高校
湖南生源減少16萬人，和2008年比降幅達三成，下滑幅度居全國

之首。2010年，湖南省為確保省內高校生源，破天荒第一次拒絕一
些外省高校招生計劃，被稱為創下了共和國教育歷史的先河。
教育部公佈數據表明，今年全國高考錄取率預計增長到72.3%。但

在部分省區，錄取率遠遠高於這一數據，據統計已有8個省份錄取比
例超過80%，黑龍江省去年高招錄取率達到90.77%。在這樣的嚴峻
形勢下，部分民辦高校
為搶生源甚至推出招生
回扣辦法。據知情者向
本報記者透露，以江西
某學院為例，該校學生
介紹一名新生可獲500元
回扣；而教師回扣更
高，因為學生是教師的
下線，教師會從校方得
到回扣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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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考生極度重視填報志願，但
也有部分人主動放棄。

■有人僅把高考當做一種體驗。圖為
高考結束後興奮的學生。

■部分高中畢業生放棄高考，選擇直接
打工。

■各地高校搶生源，考生手中塞滿招生宣傳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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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株洲人
丁永波去年高
中畢業後，主
動放棄高考。高中生棄考主因：經濟壓力

百萬學子棄龍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