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教

育部網站發表

題為《考試招生改革總體方案制定完成》，披

露了高考改革舉措和亮點。據介紹，改革擬

對英語考試實行社會化一年多考，不再在統

一高考時舉行。方案將於明年初公佈，明年

底前各地須出台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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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年
關又近，為遏制鋪張浪費和三公消費亂象，中
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昨日公佈新修訂
的《黨政機關國內公務接待管理規定》，從用
餐、住宿、出行等多方面提出了簡化公務接待
的細化要求。其中表明不得提供魚翅、燕窩等
高檔菜餚和用野生保護動物製作的菜餚，不得
提供香煙和高檔酒水等。
規定要求切實壓減不必要的公務接待，加強

接待費報銷結算管控，實行縣以上接待信息公
開並強化對接待問題的問責。

規定明確提出，公務接待單位不得超標準
接待，不得組織旅遊和與公務活動無關的參
觀，不得組織到營業性娛樂、健身場所活
動，不得安排專場文藝演出，不得以任何名
義贈送禮金、有價證券、紀念品和土特產品
等。
規定並禁止重複性考察，禁止以各種名義和

方式變相旅遊，禁止違反規定到風景名勝區舉
辦會議和活動；國家工作人員不得要求將休
假、探親、旅遊等活動納入國內公務接待範
圍。

教育部禁用經費辦校慶
另外，教育部前日在其官方網站發佈關於深

入貫徹落實《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
的通知。通知要求，嚴禁未經批准隨意開會，
嚴禁隨意違規超標準開會，嚴禁到風景名勝區
開會，嚴禁動用財政性經費舉辦校慶等禮儀慶
典活動。
通知還指出，㠥力簡化公務接待，教育系

統的公務接待食宿原則上安排在學校招待所
和食堂，並按有關規定和標準收取費用，嚴
禁超規格超標準接待，嚴禁擴大接待範圍、
增加接待項目，嚴禁干擾學校正常教學、科
研、生活秩序，嚴禁使用歡迎標語，嚴禁組
織迎送活動，嚴禁舉辦師生專場文藝匯報表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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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辦國辦：公務接待禁吃魚翅燕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三中全
會決定出爐的單獨二胎政策有望明年（農曆生
肖為「馬」）初開始逐步實施，預料「馬年」
底時將有大批「馬仔馬女」誕生。衛計委有關
負責人日前接受採訪時強調，政策一旦出台就
是長期的，在各地具體政策出台前，家長沒必
要搶生。
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指出，這一決定的組織

實施主要由各地根據本地的人口形勢和人口與
經濟社會的發展情況，通過人大修改條例或者
人大常委會做出決定依法組織實施。全國不設
統一的時間表。但是衛計委要求各省區市實施
這一政策的時間間隔不宜拉得過長。

單獨二胎明年初實施

衛計委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表示，政策出
台後各地相關部門都在積極準備。目前部分省
區市相關條件已基本成熟，在各地走完相應的
法律程序之後，預計各地單獨二胎政策有望明
年初開始逐步實施。
同時他指出，比如發改委、教育、衛生等相

關部門要作
相應的協商
和溝通以保
證孩子在孕
產期能夠得
到 好 的 護
理，在醫院
有床位，就
學有學校招
生——相關各
個部門的配
合工作要協
調好。
各地政策實

施前，符合
條件是否就
可 以 生 育
了？對此，楊文莊表示，單獨二胎政策制定以
後就是個長期的政策，「不要㠥急搶生，應該
選擇一個更具備條件，更適合自己生育的時間
安排迎接自己的小寶寶。」

香港文匯報訊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
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安委)，備受各方
關注。路透社引述日本、印度、美國外交
官、學者及官員，解讀國安委對周邊國家
及全球政治格局的影響。國安委統籌軍
事、政治、外交、經濟、文化等多個領
域，時值中國與鄰國海上爭端不斷，外交
官普遍相信國安委將有助緩解周邊緊張局
勢，包括東海及南海主權爭端。
報道引述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

指，中國國安委的架構有助加快及配合

中國外交政策及國安決策，作用類似美
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促進合作及衝
突和解。

學者：保持外交政策連貫

儘管多數人希望國安委減少意外擦槍走
火風險，也有外交官擔心，這個新架構
可能令北京外交風格更加專斷。報道引
述一名亞洲外交官指，中國近期頻頻為
核心利益與鄰國產生摩擦，預料國安委
完全成立後，這種趨勢還會增加。
有學者認為，國安委有助中國外交政策

保持連貫。報道引述香港嶺南大學中國
外交專家張泊匯指，成立國安委的目標
是令外交政策保持連貫，更易為外界理
解，至於能否實現則另當別論。
前日本駐華大使館海軍武官小原凡司

指，國安委令中央更易控制軍隊。而中
國現時的國際安全首務並非製造鄰國衝
突。中國另一大鄰國印度則希望，國安
委有助他們解讀中國政策。有印度官員
表示，印中經貿合作日漸密切，但兩國
邊界衝突卻也增多，令印方懷疑中國政
策不連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據業內人士證實，
從廈門起家的內地民營書店第
一品牌光合作用書房正式宣告
重組失敗，其創始人孫池已關
閉其旗下所有門店，轉行進入
電子閱讀領域。
據了解，光合作用創辦於

1995年，吸收咖啡館及茶館模
式，提供除家裡和辦公室之外
的「第三空間」功能。高峰期
時在全國門店達到40多家，營
收超過億元。光合作用2011年
首次傳出資金鏈斷裂，其供應
商們在幾個小時內就哄搶了廈
門、北京等地的門店，導致光
合作用停店歇業。孫池曾赴港
尋求融資支持。

4年後高考取消英文試
破「一考定終身」弊端 擬2017年實施

根據「三年早知道」原則，改革不會對未來三年
內參加高考的學生產生大影響。方案將於2017年

正式推廣實施， 到2020年，基本形成新的考試招生制
度。
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

題的決定》當中就「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提到：
「探索全國統考減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語等科目
社會化考試一年多考」。根據三中精神，教育部提出
了對未來高考的新措施。

綜合素質納評價增個性潛能
在社會高度關注的高考改革方面，方案提出在改革

考試評價制度方面，重點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推行高
中學業水平考試和綜合素質評價，引導學生學好每門
課程，並選擇適合自己興趣的課程，充分發展個性潛
能和學科特長，同時引導學生參加公益服務和社會實
踐等。二是全面實施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制度，探索
「減少考試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語科目實行
社會化一年多考」等改革，外語不再在統一高考時舉
行，由學生自主選擇考試時間和次數，增加學生的選
擇權，並使外語考試、成績表達和使用更加趨於科
學、合理。

職校將推分類招考
據教育部透露，在改革招生錄取制度方面，重點分

成兩個方面，一是普通高校逐步推行基於統一高考和
高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的綜合評價、多元錄取機制。
二是加快推行職業院校分類招考和註冊入學，「一些
報考高職院校的學生可不參加高考，由學校依據其高
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和職業傾向性測試成績錄取。」
教育部稱，根據這些改革頂層設計，再跟進系列配

套改革，積極穩妥推進，將有利於消除「一考定終身」
的弊端，減輕學生應試壓力，扭轉「考什麼學什
麼」、分分計較等應試教育傾向，促進千百萬學生健
康成長、促進各類高校科學選拔人才、促進社會公平
公正。

在校高中生不受影響
面對高考改革方案公佈後可能會出現的巨大影響，

很多學生和家長都擔心正好趕在「坎兒上」，對此，
教育部副部長劉利民表示，按照「三年早知道」原
則，提前一定時間公佈，確保目前在校高中生不受影
響，給考生和社會以明確穩定的預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高
考改革英語一年多考」在內地引發學生和家長
的熱議，可謂「有人歡喜有人憂。」有學生認
為準備時間將更充足，有學生則認為需要更多
精力去準備。另外，改革之後題型發生變化，
如何應對可能會增加新的壓力感。
正在上初三的高同學表示，她平時英語成績

較好，比較期待一年多考細則出台。她認為，
英語一年多考能為她帶來更多機會，「如果可
以多次考試取最優的話，上好大學的機會將增
加。」她同時期待，考試能更加側重於口語和
聽力，「這樣更具有實用性。」
而網友chris則認為，對於英語成績較差的同

學，一年多考可能是個「累贅」，他們需要不
斷適應教材的變化、課程的變化、考試的變
化。他對未來的英語考試改革走向表示擔憂。

有人歡喜有人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未來英
語考試不再統一在高考時舉行，引發會否導致學
生英語水平下降的質疑。有專家表示，這樣的改
革是將英語拉回正常，不會使中國學生英語水平
整體下降。「它其實就是一門語言工具，英語水
平更多應體現在聽說方面」。
在高考的指揮棒下，內地「全民英語熱」一直困

擾㠥學生和家長。從小學到大學，英語無不被視
為重要科目。據保守估計，全中國有兩億學生在和
英語「死磕」。目前，內地英語教育被外界詬病最
多的地方主要有兩點，一是耗費精力，二是「啞巴
英語」（有一定閱讀能力，但聽說能力很差）。
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馬濤表示，是次改

革單獨將英語提出，是因為外語社會化考試在國
際上有比較成熟的經驗，技術上也是可行的，標
準化測量比較可靠。另外，外語考試應該以能力
為本，不是考知識點。外語學科的工具性特別
強，在一門工具性的學科上花費這麼多的時間，
而且分分必較，沒有必要。英語水平的高低應從
學生的聽說能力上得以體現。從目前社會各界的
反應來看，對此也是比較贊成的。

制度不改難破「考分至上」

有專家則向本報指出，不管是英語還是其他學科
的改革，都僅僅是「小變動」， 改革的關鍵在於打
破集中錄取制，改變學生的應試學習態度。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從表面上

看，改革英語考試似乎降低了英語的權重，也打
破「一考定終身」，可減輕學生的考試負擔。可
是，如果深入分析目前的高考錄取規則，就很難

得到樂觀的判斷。 熊丙奇表示，按照目前的高考錄取規
則，在集中錄取階段，地方教育考試部門將根據學生的高
考成績、結合學生的志願向學校投檔，學校則在投來的學
生檔案中進行錄取。依照這種錄取規則，英語考試制度的
變革，無法改變學生對學英語採取的「應試學習」態度，
畢竟高考總分一分之差，都可
能影響到最後的錄取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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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國安委助緩周邊局勢

招生改革七舉措
一 建立健全義務教育免試就近入學

的制度

二 推進高中階段招生考試制度改革

三 建立健全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和綜
合素質評價制度

四 建立健全適合高等職業教育特點
的「文化素質＋職業技能」考試
招生制度

五 改革統一高考，建立普通本科綜
合評價、多元錄取機制

六 建立有利於創新型人才和高層次
應用型人才選拔的研究生考試招
生制度

七 擴大社會成員接受多樣化教育的
機會

■記者江鑫嫻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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