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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吵架好看，
名校掐架也会引来
众人围观。7月初，复
旦大学与上海交通
大学因招生问题发
生的公开叫板，便是
引起公众热议的焦
点事件。

7月 1日，复旦
大学招生办在学校网页上发声明称有
“李鬼”假冒复旦大学在部分省骗学生改
志愿，并宣布李鬼很可能来自上海某理
工类高校，且复旦大学教授冯玮在转发
该微博时直接称是上海交通大学所为。7
月 2日晚，上海交大招生办网站也发出
一份声明，称有关“考生受骗修改志愿”
的部分言论和报道影射了该校，对其声
誉造成极大损害。声明称，上海交大招生
工作实施的是“阳光工程”，无人冒充其
他院校老师通知考生取消其与他校所签
协议，对一切捏造事实、诋毁该校的行
为，依法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高校招生竞争历来有之，但如复旦、
上海交大两校从“暗战”转入“明战”，甚
至在官方微博上互相发表声明，还是第
一次。最后，在教育部主管部门的干预
下，7月 4日下午，两校各自将学校网络
上的声明撤下，事件才逐渐平息。

复旦、上海交大因争抢优秀生源而
起的这一场冲突，暴露的只是国内名牌
大学生源大战的冰山一角。抢夺优秀生

源是“两校互竞现象”中最突出、最激烈
的一个方面，“掐尖大战”、“挖墙脚”、相
互贬低宣传、竞相开出高额奖学金争取
高考状元……情况愈演愈烈，竞争有时
已经到了白热化、几乎令个中人窒息的
程度，可以用“残酷”、“惨烈”，甚至“恶
性”来形容。近几年，北大、清华两校的竞
争激烈程度不亚于复旦和上海交大，因
此，这次除了复旦和上海交大接到了教
育主管部门指令停止在网络上干仗的电
话通知外，清华、北大两校招生办的负责
人还被叫到教育主管部门去当面接受训
示。

这次事件透露的信息，清华、北大在
各省招生，有的是找到当地一把手来帮
忙做说客。重点中学或省级示范高中追
求的是“北清率”（或曰“清北率”），学生
上北大、清华哪一所都好，但对北大或者
清华的招生人员来说，高分考生特别是
状元选择哪所大学可大不一样。

据我所知，多年来，国内顶尖大学在
各省的招生工作组人员，在高考分数即
将统计出来的时刻，有的甚至深夜守候
在省教育考试院或招生办，尽量争取在
第一时间获得考生信息，一旦获得名单，
立马打电话给高分考生，尤其是各省的
状元。而且名牌大学互相很注重探听“对
家大学”在同一省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
市的最低录取分数线，想方设法要比对
方高出一分都好。

2009年，北大、清华等 9所一流大学

结成中国大学的“常春藤联盟”。但北大
与清华、复旦与上海交大在生源等方面
向来竞争激烈，一旦自由选择，从自主招
生的联考结盟格局来看，它们都不会与
自己的宿敌在同一个阵营中，9校联盟中
部分大学是同床异梦。
过去我在文章中曾多次论述到“两

校互竞现象”，就像自然界中存在双子星
一样，在群雄并起的大学生态中，两校互
竞是一个出现概率很大的现象。谈到竞
争对两校的相互促进作用，以往多偏于
正面，经过复旦交大这次公开化的事件，
自己实在是乐观不起来了。

两校互竞的变味，还有一个典型的
事例，就是北大清华两校赛艇对抗赛的
终结。世界名校举行江河赛艇比赛，英国
有剑桥、牛津对抗赛，美国有哈佛、耶鲁
对抗赛，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悉尼大
学，日本的早稻田、庆应大学都有赛艇对
抗赛。其中知名度最高的是英国牛津大
学和剑桥大学每年在泰晤士河上的赛艇
对抗赛，这项始于 1829年的八人艇对抗
赛已经组织了 180多届。每年比赛时，沿
岸观众达百万之多，人声鼎沸，众多国
家、地区进行电视直播，场面激烈，具有
很强的感染力。比赛变成一个盛会，不仅
联络了校友的感情，而且扩大了两校的
影响。
借鉴牛津和剑桥、哈佛与耶鲁的赛

艇对抗赛，1999年北大清华也开始举办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百年赛艇对抗赛”，

时间在每年 5月底。在创办之初，主办方
曾雄心勃勃地宣布，要办成亚洲大学第
一赛事，鼎足欧、美成为三大传统经典赛
事。但是，2009年举办第 10届之后便夭
折了。其中原因是这一对抗赛才几年，交
流和娱乐的性质便逐年淡化，竞技的色
彩逐年增强，两校比赛中都聘请了国家
级教练员做主教练，像专业队一样进行
封闭集训，甚至使用专业运动员参赛。
“请枪手参赛”的事在第 10届比赛完的
晚宴上被人放到了桌面上，结果只好尴
尬地终结了这个原本打算延续百年的比
赛。

6月 29日晚，我在北京与从耶鲁大
学来北京参加中文暑期学习班的侄儿刘
浏及其回国探亲的母亲甘露（北大毕业
生）相聚，席间谈起两校互竞，他们说哈
佛大学与耶鲁大学每年举行的橄榄球比
赛是两校学生及校友的大事，许多人为
自己大学球队呐喊助威，连续站立三个
小时，嗓子都快喊哑了。两校橄榄球队并
不是美国大学水平最高的球队，对最后
的输赢也没看得太重，但跟其他大学比
赛都不会像跟对家大学比赛一样受到高
度重视，这是他们两校的传统，重要的是
参与的过程。反观我们中国，怎么北大、
清华的赛艇比赛就是输不起，只看结果
不重过程呢？

或许，只有身在其中，才能真切体会
两校激烈竞争的巨大压力，正如中国古
代出现过的感叹：“既生瑜，何生亮？！”

教育部日前发布 2011 年高校招生第 2 号预警，提醒
考生和家长，高校招生有严格的政策规定、录取程序和操
作规则，谨防非法中介诈骗活动，避免蒙受不必要的损
失。
教育部指出，目前不法分子主要采取 4种诈骗伎俩：
一是混淆学历与非学历教育。不法分子或中介故意混

淆自学考试、成人高考、网络教育与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
育之间的区别，以自考助学班、网络教育班等入学通知书蒙
骗考生及家长。
这种所谓的录取通知书不是全日制普通高等学历教育

招生院校的录取通知书，教育部门不会为持此类“通知书”
的学生进行普通高校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将来也不会发放
普通高校毕业的学历证书。
二是伪造虚假招生信息。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通过教

育部网站（www.moe.edu.cn）和“阳光高考”信息平台
（gaokao.chsi.cn）查询年度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
的院校名单，在这个名单之外的各类办学机构均不具备相
关资格。
三是鼓吹有所谓内部指标。不法分子和中介打着与招

生机构负责人有“私人关系”、“合作伙伴”等幌子，谎称可通
过交钱换取能降分录取的所谓“内部指标”、“点招指标”及
“计划外指标”等。

教育部严禁高校利用调整计划降低标准指名录取学
生，严禁高校向考生收取与录取挂钩的任何费用。
四是误导走所谓特殊招生捷径。不法分子或中介向考

生和家长大肆宣扬部分高校可单独、自主招生，声称只要交
钱，即可随意突破文化成绩要求等。
目前开展自主选拔录取（社会上俗称“自主招生”）的

试点高校和试行单独招生的示范性高职院校，都是经教
育部批准开展试点工作的，它们今年的试点招生工作已
经全部结束。另外，未经教育部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共
同批准，军队院校不得开办学历教育专业（班次）或按学
历教育的学制和规格招收任何形式的地方委培生。

（孙琛辉 /整理）

两校互竞的变味
阴刘海峰

教育规划一周年 高教质量拷问继续
阴本报见习记者 郝俊

7月初，教育部例行公布了《2010年全
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月底，适逢《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
要）正式颁布实施一周年。这一新世纪的首
个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把提高教育
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核心任务。”
在教育规划纲要的指引下，我国高等

教育在过去一年的发展走势如何？河南工
业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刘广明、北京师
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刘宝存、上
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刘少雪
就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高教规模扩张须进一步放缓

教育规划纲要要求，2020 年国家高等
教育总规模为 355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
率达 40%。

2010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
到 3105 万人，与 2009 年相比新增 126 万
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6.5%。
对此刘广明分析道，按照规划预期，高

等教育总规模新增数控制在每年 50 万人
左右较为合理。2010年新增 126万人与我
国目前实际的高等教育资源相比，增长略
显过快。
从高等教育招生情况来看，增幅较往

年有所回落。2010年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
共招生 661.76 万人，比上年增加 22.27 万
人，增长 3.48%；全国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
共计 53.82万人，比上年增加 2.72万人，增
长 5.33%。

2011年，我国计划招收本专科生 675
万人，与 2010年相比增加 14万人，增幅为
2.12%。刘广明认为，这表明我国普通高校
招生规模正进一步调整，将逐步走入正常
发展态势。
此前，我国高等教育在 1999 年至 2005

年间数量急剧扩充，其后逐渐调整，实行降
低增长速度、重视提高质量的政策。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史，数量的
增长与质量的提高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在
多年从事国际比较教育研究的刘宝存看
来，数量增长和质量提高往往交替成为矛
盾的主要方面。“从理想的角度看，在同一
个时期最好数量与质量兼顾，但实际上很
难做到。”

高教资源仍十分紧缺

质量的提升，首先有赖于高等教育资
源的充分保障。其中，师资力量尤为重要。

统计公报显示，2010 年我国专任教师
134.31万人，比 2009年增加 4.79万人，普
通高校生师比为 17.33∶1。对比往年，生师
比这一反映大学办学条件的基本指标没有
太大变化，基本维持在教育部规定的普通
高校办学合格线（18∶1）之内。
“生师比过高会使高等教育质量下降，

我认为这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隐患。”
刘广明指出，与耶鲁大学（生师比为 4∶
1）、柏林洪堡大学（生师比为 9∶1）等世界
著名大学相比，我国生师比明显偏高。
生师比偏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师

资相对紧张和教育资源不足，刘宝存也认
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校教师教学
负荷较重，影响了教师学术研究和业务能
力的提升。
但是刘宝存强调：“从世界各国高等教

育的经验看，生师比因学校、专业而异。要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仅就教师队伍建设而
言，不仅要扩大教师队伍，更重要的是提高
高校教师的业务能力和水平，打造一支高
质量的教师队伍。”
除师资因素之外，教学经费投入、图书

文献投入、互联网建设情况、文化体育设施
建设情况、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情况等各项
指标，同样对高校办学质量产生着直接影
响。
据统计，2010 年普通高等学校校舍总

建筑面积为 74604万平方米（含非产权独

立使用），比上年增加 2732万平方米；教育
科研仪器设备总值为 2279亿元，比上年增
加 233亿元。
刘广明指出，虽然人均校舍面积等指

标满足了教育部规定的办学合格线，但从
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仍
十分欠缺。学生大班上课、实习实训锐减、教
师欠缺的情况在高校中普遍存在。
“当前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局面有所缓

解，但并没有根本解除。”刘宝存表示，“加大
高等教育投入，化解高等教育的债务危机，
提高高等教育经费的生均标准，改善高等学
校的办学条件，仍然是一项长期任务。”
在教育资源仍相对紧缺的情况下，资源

的分配管理机制则对高等教育质量有着更
深层次的影响。

高校类型结构急需优化

多年以来，因众多高校发展模式趋同、
缺乏自身特色，而被诟病为“千校一面”。刘
少雪对此直言不讳：“这种雷同，跟教育资源
的配置方式有直接关系。”

据统计公报，2010 年我国共有普通高
等学校 2358所（含独立学院 323所）。其中，
本科院校 1112所，比 2009年增加 22所；高
职（专科）院校 1246 所，比 2009 年增加 31
所。

从统计公报来看，刘广明认为我国高校
的“升格风”仍没有得到制止。具体而言，就
是中专升专科、专科升本科、一般本科升研
究型大学的“同质化”基本发展套路没有得
到改观。

对此，刘宝存认为，2010年本科院校有
所增加，并不都是高职高专学校“升格”而
成，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成人高校转型的结
果。他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类型结构一直处
于调整之中，而要形成合理的高等学校类型
结构仍需时日。

公报显示，2010 年培养研究生单位仅
比上年增加 1 所，达到 797个；而其中高等

学校的 481个研究生培养单位，较上年没有
发生变化。刘广明将此解读为教育主管部门
对高校普遍追求研究型大学倾向的警觉。

在刘广明看来，解决“千校一面”的高等
教育顽疾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它的根源
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投入体制、投入机制、奖
励制度、评价制度等。它的解决需要制度的
变迁。”

提升高教质量有待
“内外兼修”

“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一个任重道远
的工程。”各种政策的出台，在刘广明看来
是形成了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外
力”，然而高校的主观能动性不足并没有实
质改观。

刘少雪同样认为，高校在目前浮躁的
环境中应当更多地做到“自律”。在谈及提
升教育质量的当务之急时，她指出，最重要
的是高校要认真考虑各自人才培养的目标
和学校的发展方向。

除此，刘少雪建议必须对学位授予权
进行改革。她一直倡导由各所高校自授“学
校学位”，而非国家统一学位，这将有利于
高校建立并维护自身的长期声誉，从而重
视提升教育质量。
毋庸置疑，高校的核心使命是培养人

才。然而在刘广明看来，很多高校管理者在
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将重心放在教学之上，
“他们更为偏好科研和服务”。

因此，刘广明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应该
通过科学的制度设计、适切的教学评估、合
理的经费投入等举措，促进高校把工作重
心转移到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上来。

据刘宝存透露，根据教育规划纲要精
神制定的《高等教育专题规划》即将颁布。
“教育规划纲要中所规定的一些提高高等
教育质量的政策，正在通过重大发展项目
和改革试点有序展开，要产生出实质性的
影响还需要一定时间。”

@陈志武 V：说起世界一流大学袁几年前去国防科
大袁当时几位教授跟我正式座谈袁一位教授说院野我们
正在写五年规划袁 目标是把国防科大的人文社会科
学院办成世界一流遥陈教授袁希望听听你的建议遥冶我
说院野你们真的要听我的意见吗钥 那目标不可能浴 冶当
然袁接下来座谈会很难堪袁但当时真觉得提出这种目
标是不自量力遥

@朱永新 V：从幼儿园尧小学到中学袁一个人在学
校的时间约 15年袁如果加上大学袁就是近 20年遥 如
此漫长的岁月袁 我们能否培养出不说谎言的诚实的
人钥培养出具有悲悯情怀的人钥培养出不畏惧权威只
听从内心的人钥 培养出做事情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的
人钥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袁还会出现火车相撞尧名牌造
假等形形色色的问题吗钥

@杨东平 V：港进北退袁高分考生越来越多地弃北
投港袁北大清华的光环正在逐渐褪色袁显示了社会理
性的逐渐成熟遥 现在社会对清华北大的迷信到了十
分疯狂的地步袁不惜牺牲学生的选择去成就什么野北
清率冶浴如果有一天袁清华北大不再那么重要袁国家精
英也不再集中在一二所学校袁教育才可能正常化袁国
家也将更为正常遥

@喻国明V：转/致毕业的学生们院你们毕业了袁却
又进入了名字叫野社会冶的大学遥 你可以把它读成江
湖袁 也可以把它读成殿堂遥 通过它可以铺写精彩传
奇袁也可以维持平淡生命遥所有的愿学者都将得到免
费的教诲袁所有的厌学者都将受到生活的惩罚遥在那
里袁无论你多么牛叉袁都只能永远被考而无法免考袁
永远学习而无法毕业遥

@仝宗锦 V：关于港大尧港中文尧港科技和北大清
华的选择问题袁我的感觉是各有优劣袁尤其各专业有
较大区别遥对于更想感知中国问题袁希望将来扎根本
土且具使命感的学生来说袁也许后者更适合遥具有本
土教育背景袁不仅可能更多家国情怀袁也可使自己在
未来可能的社会政治参与方面具有更多的正当性遥

@刘瑜V：这个现在叫做野品园 1冶的建筑袁过去曾
经叫做野学 9冶遥 它一度是人大最辉煌的建筑袁因为本
科女生大多云集在此袁美女们每天婷婷袅袅地出入袁
其中不乏一些饭盒里装着猪头肉的美女袁 后来噎噎
20年野嗡冶地就过去了遥

@人大张鸣V：在清华大学里走袁感觉这个学校怎
么那么大袁 大到了你感觉没有车袁 就走不出去的地
步遥 难怪人称大清帝国遥

@熊丙奇V：拿老百姓生命做实验的高铁袁在质疑
声中高调地登场尧献礼尧飞奔曰而探索中国教改道路尧
尝试自主招生尧自授学位的南科大袁却被指拿 45个
学生的前途开玩笑袁被围追堵截袁而到了改革快被逼
停的境地遥 高铁和南科大所获得的待遇袁实在迥异遥

@北大新媒体：揖高校录取通知书玩个性铱继南理
工的野淘宝体冶录取短信后袁其他高校通知书也显
示出十足个性遥 北京大学院附赠野北大英雄冶游戏光
盘袁学生可扮演武林高手曰上海财大院通知书乃一
张存折曰复旦大学院抒情路线袁洋溢艺术气息曰南京
大学院宋代词人以叶好事近曳为词牌名创作的佳句
组合遥

@连岳 V：虽然类似韩寒低学历的成功者始终
会有袁还能成为全民偶像袁但我始终认为袁教育及终
生自我教育袁是一个人及一个国家的力量之源袁有能
力还是要读大学尧读好大学袁在教育高度细分及发达
的今天袁有些大学教育功能是很难通过自学弥补的遥

渊本期栏目内容选自新浪微博冤

微言大学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
史，数量的增长与质量的提高是一
对永恒的矛盾。从理想的角度看，在
同一个时期最好数量与质量兼顾，
但实际上很难做到。

———生师比偏高从一个侧面反
映出我国师资相对紧张和教育资源
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高校
教师教学负荷较重，影响了教师学
术研究和业务能力的提升。

———我国高校的“升格风”仍没
有得到制止，中专升专科、专科升本
科、一般本科升研究型大学的“同质
化”基本发展套路没有得到改观。

“

教育部提醒考生明辨招生诈骗

政策通道
海峰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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