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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区域公平的
历史考察

秦勇近照

秦!勇&""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E' "'四川外国语大学!党政办公室"重庆!)###%&#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人民对更高质量高等教育的追求和高等教育
供给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成为目前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 "#&)年国务院
印发0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1"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问题再次进入
公众视野( 通过解析古代科举取士和民国高考录取中名额分配的演变历程"发现二者追
求区域公平的实践经验可被批判地吸收和借鉴(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审视现行高考制度
的生成过程"深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区域失衡问题的根源( 借助新一轮高考改革"破解新
时代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区域不平衡问题"要立足区域现实"通过调控高校招生计划分
配)改善高等教育补偿调节)优化高等教育资源区域配置以及提升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质量
等"使区域间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逐步达到公平合理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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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已迈入普及化阶段#&$

!而在获得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方面!教育供给问题
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区域失衡问题依然凸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

"#"#年&*提出!要+探索缩小高等学校入学机会区域差距的举措,!充分体现出政府促进高等教育区
域公平的决心" 在+统一高考(分省定额,背景下!区域间招生计划分配的相对公平成为高等教育入学
机会公平的首要前提" 本文通过历史考察古代科举取士和民国高考录取追求区域公平的做法!基于高
考招生现状!提出借助新一轮高考改革破解当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区域公平问题的新思路"

一"&F)F年以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区域公平的考察
高考是近代高等教育和考试制度发展的产物!但从以考选才的功能方面看!科举制所做的贡献不

.#*.



容忽视" 在一定意义上!+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的科举,

#"$

"

!一"古代科举取士区域公平的嬗变
科举制所倡导的+无论出身!公平取人,的理念对新一轮高考改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取士不

问家世,的观念营造了公平竞争的氛围!让广大中小地主和寒门士子得以通过科举+学而优则仕,"

&'最初探索$限定解额制
隋朝废除九品中正制而创立科举制!形成了古代科举选士制度的雏形" 唐代继承并进一步完善

了科举制" 这一时期实行+限定解额制,!向各道州分配解试名额" +限定解额制,平衡了各地解送举
人的名额!是科举制解额分配的积极尝试!是追求取士结果区域公平的最初探索"

"'大幕开启$区域配额制
与唐代一样!宋代仍然以行政建制州为单位实行解额分配" 从&##F年到南宋末年!通过实行固

定解额制!宋朝成功控制了不断扩张的省试规模!奠定了各路(州(军解额分配制度的基础!对完善北
宋乃至整个宋代科举制具有转折性意义" 宋代解额分配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是体现了相对公平
的原则!二是体现了相对倾斜的原则#%$

"

经过宋(辽特别是金代科举的发展!元代科举采取种族与区域配额相结合的方法选取进士" 这一
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后世科举取士实行区域配额制的大幕由此开启"

%'最终确立$分省定额制
到明清时期!各项考试制度基本成型!科举制发展到了鼎盛时期" 明代乡试实行名额分配制度!

从一开始即明确了各地的取解名额" 同时!还专门对云贵等边远地区实行照顾政策!彰显区域公平原
则" &)"+年!南北卷制度正式实施!以制度确保名额分配的相对均衡!促进了取士名额分配的区域公
平" 科举名额分配制度趋于成熟!并一直延续到清代"

为了进一步缩小南北差异!达到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目的!清代将科举名额平均分配到各省" 通
过在省内单列名额专门用于录取落后地区士子的创举!清代继承并发展了乡试分区定额政策!最大限
度地维护了区域公平!建立了历代最完善的名额分配制度" &+&"年!康熙废除南北卷制度!采取分省
取中法!在本省定额内择佳卷录取!以此确保每个省份都能考中进士" 自此!会试中的南北分卷制被
分省取中制替代!而分省取中制一直影响到现行高考制度"

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应试者的机会公平" 为了实现区域公平!科举名额分配从隋唐时单
一地参考各地人口总数!发展到明清时参考各省总人数(考试人数以及当地经济(文化(教育发达程度
等综合因素" 在整个科举名额分配政策演进过程中!乡试始终坚持相对均衡的原则!体现了维护区域
公平的理念" 这一点在明代对云贵等边远地区实施的照顾政策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而清代在本省内
部专门划出名额再定额录取的办法更是将对边疆和文化落后地区的照顾政策落到实处" 在会试中!

南北分卷制坚持相对平衡的原则!缩小了名额分配的区域差距!而分省取中制则大大缩小了科举大省
与小省间中额机会的相对差距" 二者都使南北人才的选拔名额差距较大的状况得到改善" 中国科举
史上关于+凭才取人,与+分区取人,的争论到后来+分区取人,占了优势!而且+分区取人,的办法还
越来越具体!区域配额越分越细!这成了中国科举史上的发展趋势#)$

"

虽然科举制通过区域配额让广大士子得到了+均等,机会!但其实质是皇权统治对地域政治利益
的平等分配!有着时代烙印和局限性" 科举考试制度连续实行了约& %##年!其解额分配制的演变史
就是从重视考试公平向重视区域公平发展的历史!一直影响到近代以来高等学校区域布局和高考分
省定额划线录取制度的实行#E$

"

!二"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区域公平的演进
了解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史对于解释"#世纪G# 年代和F# 年代高等教育的变化具有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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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师同文馆(南京陆军学堂(湖北武备学堂(中西学堂和南洋公学等共同构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
雏形!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GFG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以大
学为名的高等教育机构" +中国近代大学自诞生起就相对集中在直隶%含京师&(四川(安徽(江苏(湖
南(河南等地,

#+$

!这也为后来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导致入学机会区域差距大埋下了隐患"

&'单独招考导致入学机会区域失衡
清末新式学堂的招生考试从制度上为民国推行单独招考作了铺垫" &F#E年!科举制废止!近代

考试制度兴起" &F&&年前后!随着高校向北京(上海等地集中!高等教育整体偏向沿海地区发展" 截
至&F"*年!全国共有中央政府设立(管理的大学"&所!其中!华北地区&"所(华东地区E所(华中地
区"所!西南和西北地区各&所!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地理分布明显失衡"

&F&"年!近代招考体系开始萌芽" &F&"2&F%"年!全国所有高校实行单独招考" 各校以考试成
绩作为录取依据!多将考试地点设在北京(上海两地!虽方便了当地考生!但增加了中西部地区考生的
考试成本" 各高校均以所在省份生源为主!以沿江(沿海省份生源为辅!内陆(边远地区生源相对较
少" &F"F年!北平大学只在北京和上海招考!武汉大学只在北京(上海(南京和武昌招考" 因此!经
济(文化和教育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沿江省份报考人数多!录取率高!而相对落后的内陆(边远省份
报考人数少!录取率低!甚至某些省份的录取人数多年为#!录取不平衡现象严重!区域间高等教育入
学机会明显不平等"

"#世纪前半叶!国民政府为缩小区域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差距!实现高等教育招生区域公平!

要求各校面向全国招生时!名额分配必须照顾到边远落后省份" 为此!招生考试制度进行了两次重大
变革'第一次是在高等师范学校统一实施+招考划一,的特别办法!第二次是要求高校将招生名额按
比例分配给各个省份" 当时的教育部在第十届教育联合会上提出!国立专门以上学校实行区域配额
制!将招生名额的一部分分给各省区#G$

"

这一时期!虽然国民政府于&F"+年起致力于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同时还启动了调整系科结构的
工作!体现出推进教育公平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大部分高校都集中在东南沿海各省份与经济发达地
区!单独招考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化倾向!导致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区域公平性问题更加严重"

"'统一招考促进入学机会区域公平
&F%+年!国民政府以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三校试点+联合招考,!由此开启民国时期招

考制度改革" &F%G年!统一招考制度正式实施" &F)#年!全国所有公立院校均实行+联合招考," 统
一招考因考区和招生点增多而降低了报考成本!激发起内陆(边远地区考生的报考积极性!从而增加
了他们上大学的机会" 三年的实践证明!在解决区域公平问题上!统一招考让西部(边远省份考生的
录取比例得到很大提高!有效促进了各省考生的入学机会相对均衡" &F)&年!统一招考受战事影响
被迫停止!形成联合招考(单独招考(委托招生(成绩审查和保送免试等多种方式并存的多元招考局
面" 事实上!联合招考就是统考制度在特定小范围内的延续" 从联合招考到确立统一招考制度!既规
范了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学生入学机会的区域公平,

#F$

!又为现行统一
高考制度的确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抗战前!高等教育资源大部分集中在华北(华东地区!由于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的巨大差异!内
陆(边远地区的考生能够享有的高等教育资源相对匮乏!这是入学机会区域差距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抗战初期!高校大举内迁!有效改善了高等教育的地理分布格局" 截至&F)F年!全国共有各类大学(

独立学院(专科学校""%所!其中华东地区F*所(西南地区)"所(中南地区%%所(华北地区"*所(东
北地区&G所(西北地区G所" 这一状况直接影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高校的地理分布!并对
当前高考出现的区域公平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

."*.

重庆高教研究!"#""年第)期 在线投稿$/<<P$HHNRRN':KP<':1J4'16<H



科举制和民国高考在选才过程中都为缩小区域差距(追求教育公平做出了努力" 科举取士经历
了+凭才取人,到+逐路取人,的制度变化!区域配额划分得越来越细" 在民国高考制度下!高校根据
各省份的经济(教育(文化水平和人口数量等因素!按比例向各省份分配名额!以维护区域公平" 从历
史发展看!按区域分配名额始终具有存在的现实合理性"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区域公平的审视
自&FE"年实施统一高考以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统一考试(统一录取,发展到+中

央统一规划(大区负责实施,!再到现行的+统一高考(分省定额,制度!同样凸显了分区录取(弱势补
偿的改革趋势"

!一"入学机会区域公平成效显著
&'+统一高考)分省定额,坚守起点公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我国高等教育生源总体上规模小!区域分布不平衡" &FE#

年!+高等学校招生由各大行政区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局部的联合或统一招生!并允许各
校自行招生,

#&#$

" &FE&年!各大行政区分别在适当地点争取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统一或联合招
生!全国统一考试日期#&&$

" &FE"年!高校非特殊原因一律参加统一招生考试!现代考试史上的全国
统一高考制度基本成型" 统一领导(统一组织(统一内容(统一计划(统一考试(统一录取等措施有效
解决了高校生源区域分布不均的问题" &FEG年改为单独招考和部分高校联合招考的模式!&FEF年又
恢复为全国统一高考!并开始由学校以省份为单位分配招生名额!即实行分省定额制度" &F++年恢
复高考!次年!)关于&F+G 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要求+实行全国统一命
题,

#&"$

" 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得以再次正式确立下来!并沿用至今" +统一高考(分省定额,坚持+分数
面前人人平等,!确保了起点公平"

"'+弱势补偿,助推入学机会区域公平
针对我国东西部(城乡间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状!以区域划分为基础的配额制是应对招生时各区

域基础教育水平和教育资源差距大等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 弱势地区考生通过分省份配额获得合理
的招生名额是保障当地考生入学机会平等的有效方式#&%$

" 近年来!+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

和+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等补偿性照顾政策的实行!确保了中西部地区高考录取人数的
年平均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录取率持续提高" 据不完全统计!"##G2"#&%年!+支援中西部地区
招生协作计划,的招生规模从%'E万人扩大到&G'E万人!有力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 补偿性计划缩
小了区域高考录取率差距!增加了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的人数#&)$

!进一步促进了高等教育区域和城
乡入学机会公平#&E$

"

同时!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高等教育!高考实施的少数民族照顾
政策历经了从宽录取(优先录取到加%降&分录取的变革" 从"##%年起!中东部地区的部分重点高校
扩大了对西部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区少数民族学生的招生规模!通过开设民族预科班和内地西藏班(新
疆班等!持续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的高考录取率!进一步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入学机会的区域公平"

!二"优质大学入学机会区域公平任重道远
虽然近年来中西部地区招生计划的年均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高考录取率连年上涨!但是招生

计划增量却主要集中于高职高专层次!高考录取率已经无法体现入学机会的区域失衡" 教育部所属
的全国性重点大学是优质高等教育的代表#&*$

!但这类学校却集中分布在东部沿海发达省份" 优质高
等教育入学机会在地区间的平等问题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问题中更为突出的一个新问
题#&+$

" 截至"#"&年!全国共有教育部部属院校+E所!其中!京(津(沪三地就有%)所!西藏(新疆(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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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宁夏(青海(河南(河北(江西(山西(云南(贵州(广西(海南&%个省份却为#" "#&*年!北京市高
考录取率是F&S!其中一本录取率为%#'E%S!贵州省高考录取率虽达到G+'")S!但一本录取率仅为
&)'++S/北京市考生能被北京大学或者清华大学录取的机会是&'#"%S!贵州省考生却只有
#'#%)S" 表&展示了"#&+年全国各省份优质大学上线率"

表&!"#&+年全国各省份优质大学上线率汇总表
序号 省份 一本上线率!S# +"&&,高校上线率!S# +FGE,高校上线率!S#

& 北京 %#'E# &%'FF )'"F

" 天津 ")'&# &"'*G E'G&

% 上海 "&'G# &%'EG E'%%

) 宁夏 &G'&+ G'E* "'%&

E 青海 ""'** &&'** %'#"

* 福建 &G'+# E'%+ "'#&

+ 山东 &#'*# )')) &')+

G 海南 &+'") * *

F 陕西 &)'*# E'*+ &'GG

&# 内蒙古 &)'#% *'#% &'E)

&& 新疆 &*'F+ +'+* &'*+

&" 吉林 &"')# G'FE %'E*

&% 浙江 &)'## )')# &'G+

&) 湖北 &E'G# E'&* "'&)

&E 安徽 &)'"# )'&# &'&#

&* 河北 &)'EE )')" &')G

&+ 云南 &#'GE )'E# &'%E

&G 黑龙江 &%'E# *'*+ "'#&

&F 贵州 &)'E# E'&+ &'&F

"# 湖南 &&'"# )'E% &'+&

"& 辽宁 &*'&# E'F% "'%#

"" 江苏 &"'&# E'&F &')&

"% 重庆 &&'E# "'&% E'%G

") 广西 G')) )'*& &'%)

"E 江西 &#')# *')* &'EE

"* 甘肃 &E'"" %'E# &')+

"+ 广东 &&'"# "'+) &'%"

"G 河南 +'G# )'&E &'&)

"F 山西 F'G# )'*+ &'%#

%# 西藏 &#')G &"'++ &'+%

%& 四川 &#'*# )')) &')+

!!数据来源$根据新浪教育)中国教育在线和各省考试院等网站数据整理而得'海南省部分数据缺失"故未列出
根据表&数据!"#&+年!东西部省份之间的一本上线率(+"&&,高校和+FGE,高校的录取率差距明

显" 虽然伴随着扩招!区域间的差距在缩小!整体上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区域分配公平性有所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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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区域经济与教育发展差距的拉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突出!优质大学入学机会区域分
配不均衡问题加剧" 单纯的高考录取率用表面上的+大学入学机会区域公平,掩盖了+优质大学入学
机会区域不公平,的深层次问题"

三"关于新一轮高考改革的思考
对科举制的演变和民国高考制度改革的考察从历史维度为反思和解决现行高考制度存在的问题

提供了有益借鉴" 新一轮高考改革必须立足现实!追求考试公平!通过调控高校招生计划分配(调节
高等教育补偿(优化高等教育资源区域配置以及提升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质量等!使区域间优质高等教
育入学机会的分配逐步达到公平合理的状态"

!一"统筹%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最大限度确保%相对公平&

上千年的中国考试史就是追求公平与效率的历史" 从北宋欧阳修和司马光的+凭才取人,与+逐
路取人,之争!到今天+倾斜的高考分数线,!都体现了社会对教育公平的追求" 考试公平往往是一种
理想(理论或原则!区域公平则是一种政策或手段!在两者之间应寻找一个相对平衡的支点#&G$

" 历史
的经验和教训证明!只有通过考试才能确保人才选拔的公平性" 在考试公平的目标基本达成后!社会
关注的焦点逐渐转向区域公平"

追求教育公平是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主旋律!贯穿高等教育发展的全过程" 进入深水区的新
一轮高考改革!必须兼顾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协调发展" 应把坚守公平作为不能突破的底线!在维护
形式公平的同时!努力提升实质公平!逐步推进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实现两者在深层次上的
辩证统一#&F$

" 事实上!绝对的公平并不存在!只能尽力追求最大程度的相对公平" 因此!新一轮高考
改革应努力达到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的平衡!从大局出发!科学决策!妥善处理好改革中的各种关系!

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区域公平"

!二"优化高等教育招考制度设计$着力推进优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
严格遵循从统筹+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转向确保+相对公平,的价值逻辑!持续优化和创新

高等教育招考制度设计!对于实现新时代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深层次公平至关重要" 为此!国家在优
化高等教育招考制度设计方面!要坚持统一考试!秉持+坚守公平(弱势补偿,的原则!改进招生计划
分配方式!综合考虑人口和属地这两个关键因素!宏观调控各高校招生计划的分配" 针对西部地区和
欠发达的中部地区!在高校招生政策上!要在保持存量(提高增量的基础上!上调这些地区的名额#"#$

"

作为国家高等教育的核心阵地!以教育部部属高校为代表的优质大学理应率先力行"

具体措施如下'第一!根据当年全国优质大学的招生总规模!由教育部确定分省份计划和分校计
划/第二!严控部属大学属地招生计划不得超过%#S!并逐年递减到"#S或以下%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富余的北京(上海等地可以加大调整力度&/第三!各校编制自主招生计划!按照补偿政策预留招生计
划!探索建立国家重大需求专业招生计划分省份动态预留制度!向欠发达地区或者个别招考矛盾突出
的省份倾斜/第四!给予上年度优质大学入学机会指数较低的省份弱势补偿/第五!以上一年招生计划
为基准!对因当年招生计划大幅减少而可能导致入学机会指数明显降低的省份进行合理回补!避免出
现招生计划起伏过大的现象/第六!对高校所在地以外的省份!按照当地报考人数与全国报考人数的
比值对剩余计划进行平均分配"

同时!国家还应长期坚持并动态优化少数民族照顾政策!加大对+高考移民,的防范和打击力度!

试点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实施定向招生专项计划" 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强化
高校办学自主权!在推行+两依据(一参考,录取模式的过程中!逐步打破+唯分数论,的评价标准和
+一考定终身,的考试形式!从而为广大受教育者提供更多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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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深化新一轮%双一流&建设$促进区域高等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目前!随着+双一流,建设的持续推进!国家和地方在做大做强做优高等教育的过程中!要坚持多

措并举!加速推进区域高等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现行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转移支付和税收等制度还不
够完善!导致区域均衡财政机制运行不顺畅!使得高等教育资源区域不均衡问题依然突出" 在明确部
属高校和地方高校服务定位的基础上!要重点调节高等教育财政补偿!分类协同推行积极有效的国家
和地方财政促进政策" 经济投入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均衡现象说到底也主要
是源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 统筹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必须优化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模式!缩小高
等教育经费拨付区域差距" 在确保部属高校财政投入不减少的前提下!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采取有效
措施!大力增加对地方高校的财政投入!进一步缩小区域间的高等教育水平差距"

同时!要着力优化中西部地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实施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
划,!充分利用国家力量!重点打造一批中西部地区优质大学!改变现有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
均的局面" 要积极引导和支持地方以+双一流,建设为引领!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目标!以打造+优,

+特,为内核!以实现真改革为驱动!注重本科高校的内涵建设和特色发展!力争在中西部地区新建一
批高质量大学!确保区域间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均衡" 在新一轮高考改革过程中!各高校要充分发挥主
观能动性!明确自身的教育发展定位!依法行使办学自主权!坚持以更加科学(公正(灵活(多样的方式
选拔优秀考生!从而使区域和城乡入学机会更加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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