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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今天拉開大幕，全國數百萬考

生將同時在今明兩天為人生夢想執筆奮戰，而首批「00後」考生也步入

考場，用手中之筆開啟十八歲高考逐夢之旅。據教育部官方消息，6月下

旬，各省市區將公佈2018年高考成績和各批次分數線。關乎國計民生的

高考，吸引着億萬人的關注，這也決定了高考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的

重要性。今年是深化高考改革的關鍵之年，如何穩步推進高考改革成為政

協委員們熱議的話題，諸多關注教育的政協委員表示，希望國家不斷調整

政策，促進高考更加適應社會發展需求，但高考無論怎樣改，公平仍應是

其「最重要的底色」。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公平仍應是高考「最重要底色」

在當下的考試制度中，相對公平的高考
不僅承載着每年數百萬學子的夢想，

也是無數家庭為之全力以赴的「攻堅任
務」。而今，高考仍舊被視為衡量教育教學
質量的一個重要尺度。如何讓教育變得更
好，如何讓高考變得更好，也成為許多政協
委員、專家學者不斷思考的命題。

要穩步推進高考綜合改革
教育是國計民生，優先發展教育是國家戰
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
席蔡達峰在近日出席2018年基礎教育改革
座談會時指出，教育質量是教育事業的內涵
和價值所在，教育發展的本質就是質量發
展。隨着國家的發展，公眾對教育質量的要
求不斷提高，要在更高的教育質量水平上，
保持公正，創造新的競爭格局，最終走向優
質教育。教育教學改革是提升教育質量的必
由之路，涉及教育體制機制的各個方面。教
育教學改革要堅持以學生為中心，堅持依法
辦學。
在日前教育部會同國家教育統一考試工作
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召開的電視電話會議
上，教育部長陳寶生指出，高考是國家的基
本教育制度，既是國計也是民生。他同時特
別強調，嚴禁宣傳「高考狀元」、「高考升

學率」，一旦發現嚴肅處理。在提及民眾尤
為關切的高考改革時，他表示，推進高考改
革要突出一個「穩」字，要穩步推進高考綜
合改革，全力實施好「高考改革拓展深化攻
堅行動」。

高考試題要向素質教育傾斜
「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是高考的形象寫

照。面對競爭激烈的高考，學校、學生、家
長都背負着巨大壓力，高考所帶來的應試教
育的弊端也一直被詬病，應高考需求而生的
眾多培訓機構更是亂象叢生。為了取得更好
的成績，成功跨進心儀大學的門檻，學生們
從初中，甚至小學就開始各種培訓備戰。
與此同時，為了應對考試，學生們的負擔
亦越來越沉重。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主
任、教育部原部長袁貴仁認為，如果高考試
題都是靠死記硬背或者大量刷題就能完成的
題目，那課外培訓機構就還是會有需求市
場，中小學生的課外負擔就還是減不下來，
只有考試的題目偏向素質教育，才能有效改
變這一局面。
全國政協常委、安徽省政協副主席、教育

廳廳長李和平認為，要打通人才上升渠道，
「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是分層的，現在一方面
是技工人才缺口嚴重，另一方面是千軍萬馬

擠高考的獨木橋，為什麼？就是因為學生在
進入中職以後就沒有上升的渠道了，只能去
做藍領工人，這是很多家長接受不了的。」
針對先行的高考錄取制度，全國政協委
員、上海大學副校長汪小帆建議，不要按分
數一比一錄取，而是先把分數設置在招收人
數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的位置上，這些人裡
面，根據綜合素質，根據各自的特長，由各
專業選拔，給教授選拔權，改變目前唯分數
論的人才選拔方式，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小
學生課外負擔重的問題。他表示，雖然目前

已有部分地區開始試點嘗試，但比例太小、
步子太慢，希望可以盡快全面推行。

高考改革「難」在公平
「我建議讓學生們接受完完整的國民教育

再分流，即大家初中畢業後都讀高中，在此
之後再考高職或者讀大學，同時應建設應用
型大學，為培養我國的工匠型人才做儲備。
這樣能夠疏解中考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減輕
學生們的課外負擔。」全國政協委員、華東
師範大學副校長兼開放教育學院院長戴立益

表示。
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劉志

彪認為，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中國人無論是
從農村向城市、中小城市向大城市的橫向流
動，還是社會階層的縱向流動都很難實現，
高考作為一種相對公平的手段，打破了這種
困局。「高考改革難在『公平』二字。」他
建議，全國在考卷的設計上納入統一體系。
在錄取工作中，也應講究地域公平，除了給
予少數民族等重點地區適當照顧外，別的地
區一律平等對待。

委員積極建言教育發展 高考改革要「穩」步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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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產教融合 緩解製造業技能人才短缺
振興製造業是經濟「脫虛向實」、良性發展
的關鍵，需要大量多層次、高素質的技能勞動
者。據統計，截至2015年底，全國就業人員
中，技能勞動者佔21.29%，高技能人才僅佔
5.81%。而西方一些製造業強國，高技能人才
的數量佔到技能勞動者總數的四成甚至一半以
上。為此，民進中央在《關於緩解製造業技能
人才短缺問題的提案》中指出，校企合作、產
教融合的現代職業教育是製造業技能型人才供
給的主渠道。
但目前，技能勞動者供給與需求相矛盾，難
以實現產業與職教共同發展，難以為產業轉型
升級和「中國製造2025」戰略目標的實現提供

基礎性人才和人力資源支撐。主要問題有：技
能人才的培養缺乏統籌協調，行業企業與技能
人才培養脫節，實習實訓基地建設滯後，技能
崗位缺乏吸引力。
為此，該提案建議，改革國家職業教育管理
體制頂層設計，設立「國家技能人才發展領導
小組」的強機制，取代「職業教育工作部際聯
席會議制度」的弱機制。鼓勵行業企業參與，
釋放多元辦學主體積極性，制定更開放合理的
辦學資質規定。鼓勵企業或企業聯合體獨立舉
辦職業院校，鼓勵企業與職業院校聯合舉辦混
合所有制學校，探索公立職業院校民營化轉
制。制定更有效的企業激勵性政策。發揮行業

組織的作用。
建立共享型公共實習實訓基地，促進產教融
合。根據職業學校學科優勢和本地產業發展需
求，整合實訓基地資源，建設服務區域產業、
服務多個專業、多重領域的大型綜合實訓基
地。全面開放基地社會服務功能。
提案特別建議，改革現行勞動人事制度，提
高技能型勞動在一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全口
徑下的技能勞動者收入水平（工資性收入+社保
收益）。建立勞動者技術技能水平與薪酬掛鈎
制度，逐步弱化以學歷等級為標準確定薪酬。
完善技能勞動者培養使用、考核評價、競賽選
拔政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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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中央：賦地方高校更大財經自主權 朱曉進：公辦教師「辭職潮」
應引起高度關注國家「十三五」規劃指出，要推動具備條件的普通

本科高校向應用型轉變，建設一批高水平應用型本科
高校。當前，一些具有轉型意願或正在轉型中的地方
普通本科高校面臨諸多「縱深推不動、橫向鋪不開」
的轉型阻礙，中央財政支持應用型高校轉型的信號不
強、力度不夠，同時存在投入不配套、辦學成本高、
管理自主權受限等瓶頸問題。
民進中央在《關於加強中央財政支持地方普通本科
高校轉型發展的提案》中指出，建設高水平、有特色
的應用型高校是一項緊迫的系統性改革工程，需要財
政部門綜合施策、精準引導，進一步加大中央財政支
持力度、釋放更加強烈的政策信號、強化轉型預期管

理，切實保證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轉型服下「定心
丸」，不走回頭路。
為此建議，啟動實施「中國特色高水平應用型高校
建設計劃」。遵循「中央引導、地方為主、突出重
點、協調發展」的原則，從申報轉型的地方本科普通
高校中分批遴選100所左右進行重點建設，中央財政通
過高校相關資金引導支持中國特色高水平應用型高校
建設，重點向辦學水平高、特色鮮明的地方高校傾
斜，在公平競爭中體現扶優扶強扶特；中央基建投資
對地方高校轉型相關基礎設施給予支持，地方財政統
籌安排資金支持。
完善中央財政投入機制。從稅收激勵、政府採購、

人才培養等方面，創新財稅管理政策
體系，建立中央財政面向地方轉型高
校實習實訓條件建設的貼息貸款政
策，將科技成果轉化和科研項目間接
費用的收入按「偶然性收入」繳納個
稅，降低稅費成本。
賦予地方高校更大財經自主權。高
校經費、資產管理中多實行目標管
理、績效管理，而非中間過程管理；
注重宏觀管理而非細節管理，抓總量
管理而非具體審批；進一步擴大地方
高校項目資金統籌使用權，將預算範
圍內資金的用款計劃管理權限賦予轉
型高校，減少對高校自主統籌經費使
用和分配的限制；開展高校綜合預算
管理制度改革試點，把地方高校列為
一級預算單位；擴大國有資產自主處
置權，優化政府採購流程。

教師是教育的關鍵。在全國政
協委員、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朱
曉進看來，公辦教育教師「辭職
潮」應引起高度關注。他舉例指
出，杭州某城區教育局專門對區
內教師辭職現象進行了摸底，有
數據顯示，該區2014年辭職的教
師有38人，2015年有36人，2016
年有60人，短短三年時間，辭職
教師人數幾乎增加一倍，形勢十
分堪憂。
他指出，同樣，在南京、上海

等城市一批全國著名特級、名校
長、名教師紛紛掛冠而去，離開
一線基礎教育，而轉投民辦教育
或各大科研機構。
他認為，導致這些問題出現的

主要原因有，薪資不具吸引力。
一名新入職的教師，月薪在3,500
元（人民幣，下同）左右。一名
已經為學校服務十五年以上的教
師，工資也僅比新入職教師多
1,000元左右。數倍的年薪放在眼
前，對收入偏低的教師而言，是
難以拒絕的。
教師發展空間有限也是一個重要

原因。朱曉進表示，從事一線基礎
教育的廣大教師，其職業發展無非
兩條路，一是走上行政管理崗位，

在領導職務上獲得提升，一是堅持
專業教學崗位，在專業技術職稱上
獲得晉升。能走上領導崗位上的教
師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教師都希
望在專業技術職稱上取得進步。然
而，目前中小學的職稱評比配額制
不夠合理，不少學校因為高級職稱
名額已滿，阻擋了優秀教師進步的
步伐，嚴重挫傷了教師的工作積極
性。
職業壓力過大。2013年，國家
社科基金「十二五」規劃「中學
專任教師工作量狀況及標準研
究」調查結果顯示，絕大多數教
師每周工作時間都在 54小時以
上，實際工作時間超過法定工作
時間25%，一些地區的高中主課
教師日平均工作時長甚至達到16
小時。此外，教師所承擔的工作
內容繁多，許多非教學的「隱形
工作」，耗費了教師大量的時間
和精力，而實際用於課堂教學的
時間不足總工作時間的1/4。
體制外誘惑巨大。養老保險並

軌，「編制」誘惑的日漸消失，
在大幅度提升教師工資尚不現實
的情形下，教師辭職去民辦學校
或培訓機構另覓高薪。當下，優
質教育資源相對欠缺，導致學生

拚命課外補習，課外培訓的「剛
需」和教師收入偏低相疊加，
「編制」以外的機構成為教師的
另一個選擇。
為穩定公辦教育教師隊伍，他

建議：人才培養與人才管理並
重。名特優教師的離職對公辦學
校來說損失巨大。名師成長之
路，除個人努力外，更是得益於
公辦教育的資源機會。學校和教
育主管部門一定要人才培養與人
才管理兩手抓，既要有培養名特
優教師的機制，也要有名特優教
師長期服務和回報學校的機制。
破除制度性障礙，改革職稱評

定體系。教師任憑工作實績與能
力再優秀，一旦校內高一級職稱
滿額，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晉升的
空間。而且現行職稱評定與工資
收入掛鈎的體制，忽視了一線教
師工作實績的考量。他認為，職
稱評定應與教師能力與水平掛
鈎，工資收入與教師工作崗位和
工作績效掛鈎。
他指出，要提高一線教師「獲

得感」。通過實實在在的可衡量
的精神和物質上的「得到」，培
育起廣大教師對公辦學校和公辦
教育認同感、歸屬感和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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