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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高考加分现状调查
本报记者 卢义杰

实 习 生 田荣娟 江 山

5个风行高考30年的全国性加分项目，
自2015年起即将寿终正寝。另有5个地方性
加分项目，也将在2015年之后划上句号。

风向标式的文件是2014年12月 《关于
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份由教育部、
国家民委、公安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联合出台的文件， 力度前所未
有，预示着高考加分将迎来更大瘦身。

长期以来， 高考加分政策因造假事件
迭出、 过分集中于某些地区或项目而备受
争议，舆论对改革呼吁已久。2010年，《中国
青年报》曾梳理31个省（区、市）当年高考公
开的所有加分相关资料。（详见本报2010年
7月28日《高考加分乱象透视》）

时隔五年， 《中国青年报》 再次查阅
了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 （区、 市） 的高招
规定、 公开的加分考生名单及百所重点大
学的招生简章， 并基于分析的基础上采访
了长期关注高考加分领域的教育学者。

今年的调研发现 ， 在统计样本范围
内， 高考加分人数占报考人数比例相较5
年前小幅下降0.21%； 各省市加分人数占
比差距较大， 占比最多的省份， 其考生获
得加分几率是最小的110倍； 加分人数集
中在少数省市， 尤其是重庆、 河北； 四成
地方性加分项目为社会管理的手段， 地方
性加分项目清理空间较大； 加分公示制度
有待更加规范。

高考加分公平是教育公平的应有之

义， 更多细节亟待厘清。

占报名人数两成的5个省
份，却占统计样本中加分人数
的七成

加分人数占报考人数的比例历来受舆

论关注。
截至6月18日， 除去5个少数民族自治

区， 共有16个省市公布了加分人数。 这些
省市高考报名人数为568.2万人 ， 加分人
数达22.5万人 。 其中少数民族加分考生
15.6万人， 其他加分考生6.9万人。

位于2015年加分人数占比排行榜末尾
的是江西。 江西今年共35.46万人参加高
考， 515人获得加分资格， 占比约0.15%。
江西也是今年加分人数绝对值最少的省

份。
这与该省2010年占比0.13%的情况基

本持平 ， 当年31.2万人高考 、 441人加分
的江西同样是加分人数占比及绝对值排行

榜的最后一名。
该省加分考生的内部结构更趋于平

衡。 今年， 三成的江西加分考生系体育加
分， 五成为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少数民族考
生， 其余两成是归侨子女、 自谋职业退役
士兵、 奥赛获奖者等。

而在2010年， 江西单少数民族加分考
生一项就占了68%， 其次是体育加分， 占
加分人数的14%。

巧合的是，2010年，加分人数占比排名
前五位的省市是重庆、北京、河北、湖南、海
南，5年之后的今天， 它们依然雄踞排行榜
前五位。不过，排序发生了变化。

重庆仍然居于第一名 。 重庆今年有
25.5万人参加高考，约4.3万人获得加分，占
比达16.9%。这比该市2010年17.19%的占比
小幅下降了0.27%，当年，重庆被媒体形容
为“近5个考生中就有1人获得加分”。

从数据上看， 两次登上榜首的重庆与
榜尾江西 ， 其加分人数占比的差距已由
130倍缩小为110倍。 这个倍数依旧惊人，
两省考生获得加分几率的差异极大。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重庆两年的加分
人数占比均高出江西百倍以上， 但该市两
年的高考报考人数却远远低于江西， 分别

比其少11.6万、 9.96万人。
海南升至排行榜的第二名。 该省的占

比由2010年的10.74%上升至13.35%， 成为
5个占比上升的省市之一， 且上升的百分
比最大。

湖南的上升百分比紧随其后 ， 上升
0.95%， 占比达11.85%。 该省报考人数39
万， 加分人数4.62万。 但是， 这些加分考
生中有4.54万为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少数民
族考生， 如果除去这部分， 湖南加分考生
仅776人 ， 占报考人数0.19%， 仅高于江
西、 安徽。

前述名列排行榜前五名的省市应当引

起社会关注。 中国青年报记者发现， 所有
统计样本中， 只有这5个省市的加分人数
占比超过10%， 反差更大的是， 5个省市
报名人数占总报名人数的20.7%， 但加分
人数却占了总加分人数的70.4%。

如果在统计样本中将少数民族加分考

生全部剔除， 这5个省市加分人数占总加
分人数的比例更高， 达84.3%。 其中， 重
庆、 河北两省市就就占了70%。

不过， 纵观2010年、 2015年的统计样
本， 全国加分人数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
由4.1%小幅下降至3.96%。 在两年均公布
完整数据的15个省市中， 共10个省市加分
人数占比出现下降， 下降百分比前3名的
分别是北京 （1.43%）、 河南 （1.09%）、 安
徽 （0.7%）。

这无疑是5年来高考加分政策瘦身的
结果。

17个省市对全国性加分
项目动刀， 其中6个省市彻底
取消

根据新一轮瘦身政策， 5个持续近30
年的全国性加分项目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并且， 已有17个省市对它们动刀了。

这5个项目是体育特长生、 中学生学
科奥林匹克竞赛、 科技类竞赛、 省级优秀
学生及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的考生。
它们在1986年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
例》 中被确定 ， 此后成为加分项目的雏
形， 沿用至今。

然而， 这一政策在各省市执行不一，
分值有高有低， 加分项目或增或减。 “二
级运动员” 造假、 “三模三电” 加分造假
等频频曝光的事件， 更损害了高考加分的
公信力。

2014年12月出台的 《意见》 承认， 体
育 、 艺术等特长加分是 “群众反映最强
烈、 矛盾最集中的” 加分项目， 并表示要
“取消部分全国性加分项目”， “保留和完
善部分全国性加分项目”。

《意见》 要求， 2015年1月1日之后取
得的前述5个项目， 不再加分； 之前已在
高中阶段取得相关资格的考生， 是否具有
加分资格， 由生源所在地省级高校招生委
员会决定。

中国青年报记者统计发现 ， 31个省
（区 、 市） 中已有17个对这些项目动刀 。
也就是说， 即使这些省市的考生在2015年
1月1日之前获得相关项目的资格， 也无法
加分。

其中， 6个省区彻底取消了5个加分项
目， 它们是： 辽宁、 河南、 湖北、 广东、
陕西、 青海。 云南紧随其后， 只保留了体
育特长生的加分。

云南的这一做法流露出大部分省市的

共性。 统计发现， 共23个省市今年还保留
着 “体育特长生” 加分， 这是被保留最多
的加分项目。 此外， 有22个省市保留 “科
技类竞赛”、 21个省市保留 “中学生学科
奥林匹克竞赛 ”。 而保留 “省级优秀学
生”、 “思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 两项
加分的省市最少， 分别为16个、 18个。

这种差异化的谨慎处理， 或与某些省
市体育、 科技竞赛参与人数较多有关。 以
加分人数占比较多的北京为例， 该市体育
特长生加分有424人， 奥赛、 科技竞赛加
分99人。 相比之下， 省级优秀学生、 思想
品德两类加分合计仅3人。

海南、 重庆同样如此。 海南的体育特
长生、 奥赛、 科技竞赛加分人数为69人，

重庆为49人， 两省市均无优秀学生、 思想
品德两类加分的学生。

事实上， 新政之前， 一些省市已尝试
取消部分全国性加分项目 。 例如 ， 陕西
2010年之前已取消二级运动员加分， 云南
2010年也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取消了奥赛加
分。

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 其余 “一刀
未动” 的14个省市， 已经全部按照新政要
求， 将2015年1月1日前获得的全国性加分
项目的分值限定在5分。 此前， 其分值在
10～20分不等。

某些省市正试图实现这5个加分项目
“从有到无”的平稳过渡。 内蒙古的方法是
约定保留3年，即“加分项目仅保留至2017
年，2018年起全部取消”。 山西则将加分分
值逐年下调，符合相关资格的考生，2015年
加5分，2016年加4分，2017年加3分。

不过， 大部分 “一刀未动” 的省市，
尚未对5个加分项目3年内如何处置作出明
确表态。

近四成地方性加分项目用

于社会管理， 五成报考省外高
校同样加分

可以预见的是， 在5个全国性加分项
目彻底寿终正寝之后， 各自为政的地方性
加分项目将成为下一步规范 、 治理的重
点。 目前， 已有省市开始自发清理。

《意见 》 对此连用了两个 “大幅 ”：
“大幅减少地方性加分项目。 2015年1月1
日起， 取消地方性体育、 艺术、 科技、 三
好学生、 优秀学生干部等加分项目”， 并
且， “各省 （区、 市） 要进一步大幅减少
其他地方性高考加分项目”。

对于地方性加分项目的庞大， 2010年
之前， 曾有媒体如此概括： “教育部的加
分规定只有14种， 全国各省 （区、 市） 却
有近两百种。”

这一数据目前有所下降。 中国青年报
记者统计发现 ， 2015年 ， 31个省 （区 、
市） 的地方性加分项目合计68个。 其中，
江西、 广东、 甘肃等6省已彻底取消了地
方性加分项目。

这6省大部分也是加分人数占报考人
数比例较小的地区。 其中江西最典型， 其
加分人数绝对值、 占比均列排行榜末尾。
广东报考人数75.4万人， 加分人数仅0.25
万人， 占比0.33%。

记者注意到， 前述68个地方性加分项

目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类与地方社会管理
有关，共26项；数量次之的加分项目涉及对
特殊群体的扶持， 共25项； 最少的则是体
育、科技、各类先进表彰及其他，合计17项。

与地方社会管理有关的加分项目， 对
象各不相同。 例如， 河北、 湖北、 广西、
海南、 云南、 青海、 新疆、 贵州等8省市
均规定， 农村户口的独生子女可加分， 分
值多为10分以上。 这是最普遍的加分项目
之一。

其他的加分对象 ， 还包括黑龙江的
“省级 （含） 以上优秀专家和获得博士学
位人员的子女 ”， 内蒙古的 “因公感染
‘非典’ 死亡或持有 ‘非典’ 伤残证人员
子女”， 贵州的符合某些地域条件、 工作
时限的干部子女等。

一些省市已计划清理这部分加分项

目。 今年， 重庆在 “报考市属院校的三峡
库区搬迁移民考生”、 “报考市属院校的
农村独生女” 两个项目后， 均注明 “2017
年取消此项政策”。 而这两部分的加分考
生达1.84万人， 占该市加分人数的42.8%。

另一类加分项目涉及对特殊群体的扶

持， 主要包括边疆、 少数民族、 侨眷等。
《意见》 肯定， 要规范和完善确有必要保
留的地方性加分项目， 探索完善边疆民族
特困地区加分政策。

近年来， 边疆、 山区、 牧区、 少数民
族聚居地区以外的少数民族考生是否可享

受加分， 引起了社会探讨。 对此， 已有省
市开始尝试。

上海今年规定， 从2017年起， 少数民
族加分对象将调整为高中阶段从边疆、 山
区、 牧区、 少数民族聚集地区转学到本市
的少数民族考生。

浙江也提出， 少数民族自治县、 民族
乡 （镇）、 民族村以外的少数民族考生保
留加分政策到2016年， 加分值为5分， 只
适用于本省所属高校在本省招生。 2017年
起取消这一政策。

至于体育、 科技、 各类先进表彰及其
他的地方性加分项目， 同样有削弱之势。
福建已规定， 2018年1月1日起， 取消见义
勇为、 劳模两个加分项目。

值得注意的是， 《意见》 规定， 地方
性加分项目原则上只适用于本省 （区 、
市） 所属高校在本省 （区、 市） 招生。 但
统计发现， 共40个地方性加分项目在报考
省外高校同样适用， 其中扶持类18个、 社
会管理类14个。

减掉的加分项目，或改为优
先录取，或建议参加自主招生
那些被减去的全国性、 地方性加分项

目， 去处各不相同。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

中国青年报记者， 教育部关于高考瘦身的
有关规定，是一个共同的原则，但各省本身
还有一个历史因素，“要考虑到已经获得加
分的考生，所以有些地方一方面执行国家的
政策，另一方面也要保持政策的延续性”。

记者注意到， 一些已取消的全国性加
分项目转变为 “优先录取”。 按照黑龙江
省的规定 ， 具有原全国性加分项目的情
形 ， “统考成绩总分达到院校投档分数
线， 学校可优先录取”。

安徽则在公开文件中建议， 原科技类
竞赛的获得者， “考生的相关科研特长和
创新潜质可作为自主招生试点高校优先给

予初审通过的条件”。
一些地方性加分项目的取消， 还需完

成其他法律程序。 例如， 河北省在文件中
提出， “侨眷高知子女， 不再具备高考加
分资格”。 但是， 因此项加分为该省人大
立法， 要待相关法律程序办理后执行。

类似情形的还有浙江省。 浙江省人大
通过的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自治条
例》 规定， “自治县考生享有降分录取照
顾”， 因此， 非少数民族考生只要户籍在
该县且在当地完整完成高中阶段教育， 也
可以获得3分的加分。 不过， 加分只适用
于报考浙江省内高校。

“要看过程是怎么样的， 有没有公开
透明 ， 有没有专业的评价是最关键的 。”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过
去， 在大的环境下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有
的加分项目取消。

熊丙奇认为， 高考加分政策实施多年
来，出现严重的异化，并没有起到鼓励学生
个性和兴趣发展的作用，反而演变为“加分
腐败 ”和“加分教育 ”，今年全国范围再次
“清理”高考加分项目主要也是出于这两方
面考虑。

他说， 一方面， 针对艺术特长、 体育
特长等奖励性加分项目， 容易出现造假，
破坏高考公平； 另一方面， 学科竞赛类加
分使很多人为获得加分而参加特长培训

班， “这实际上是增加了学生的负担而不
是真正鼓励学生的全面发展”。

本报北京6月22日电

111所重点大学对
高考加分态度如何
实 习 生 张心怡 王斯旋

本报记者 卢义杰

截至6月22日 ， 共111所 “211” 高
校公布了2015年本科生招生章程。 在对
待高考加分的态度上， 这些高校呈现出
3类态度。

据统计， 共30所高校完全承认各地
高考加分政策， 既认可加分后形成的投
档成绩， 也以此分数作为安排专业的依
据； 57所高校至少在投档阶段承认高考
加分， 其中， 29所高校在专业分配时依
据的是实考分， 28所高校在专业录取方
面未作表态。

另一些大学的态度则暧昧一些。 5
所高校仅抽象地表示认可各类加分政

策， 但在投档和专业录取方面无更多详
尽表述， 19所高校招生章程中没有出现
任何与加分有关的规定。

27%的重点大学完全承
认高考加分

统计显示， 30所高校在投档、 专业
录取阶段均承认高考加分， 但增加的分
值一般不得超过20分。

例如， 上海外国语大学2015年招生
章程第12条写道： “学校按各省级招办
提供的投档成绩 （含省级招办确认的全
国性高考加分项目） 提档。” 第14条写
道： “学校在专业录取时认可已计入考
生投档成绩的政策性加分。”

中央财经大学今年招生章程第12条
写道： “学校在提档及专业录取时均承
认教育部和各省 （区、 市） 教育主管部
门规定的各类政策性加分， 增加分值不
超过20分。”

类似的高校还有北京交通大学、 四
川大学、 东南大学、 苏州大学等。

51%的重点大学至少在
投档阶段承认高考加分

51%的高校明确， 至少在投档阶段
承认高考加分。 至于专业分配阶段是否
承认， 其中一半的高校明确否认， 另一
半高校未予明确。

南开大学招生章程第 11条规定 ：
“在确定调档数量和录取分数线时， 承
认各考区招生主管部门根据教育部相关

政策给予的加分， 但在安排专业时不考
虑加分因素，只按实际高考分数（不含附
加分 ）安排专业 。”清华大学 、石河子大
学、电子科技大学等也有类似规定。

对于有些学校， 加分在专业录取时
依然起着一定作用。 浙江大学招生章程
第13条显示：“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对
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 按各考生所在省
（区、市）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加分投档，
但在专业（大类）录取时以实考分为准；
高考总分相同时，优先录取加分考生。”

也就是说， 在专业录取时虽然以实
考分排名， 但在实考分相同时， 加分项
成了录取的第二道参考线。 类似的学校
还有北京外国语大学、 吉林大学、 中国
传媒大学等。

另一些学校在专业录取方面没有提

及与加分政策有关的规定。比如，西南财
经大学招生章程第9条仅提及：“学校按
各省级招办提供的投档成绩 （含省级招
办确认的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提档。”

复旦大学、 东华大学、 华中农业大
学、 上海交通大学等在专业录取方面就
加分细则只字未提。

21%的重点大学态度较为暧昧
部分高校的招生章程在高考加分政

策上仅一笔带过， 有的甚至只字未提。
统计中， 有5所高校的招生章程关

于高考加分的规定只有一句话。 例如，
厦门大学招生章程显示 “厦门大学原则
上认可考生所在地省级招生委员会制定

的有关加分政策”。 至于如何认可加分
政策， 提档分数是否包含加分、 专业录
取参考的是什么分数， 均未阐明。

同样的还有郑州大学， 其招生简章
仅提及 “郑州大学执行国家规定的高考
加分政策， 原则同意各省级招生主管部
门的加分政策”。 另外19所高校的招生
章程中没有出现任何与加分政策有关的

规定。 例如河北工业大学、 安徽大学、
湖南大学等。

记者注意到， 与2010年对比， 部分
高校对待加分政策的态度有了改变。 不
难看出， 高校对加分政策的重视度、 规
范化日益提升。

部分重点大学开始正视

高考加分

北京师范大学无疑是态度更加开明

的一个例证。 2010年， 该校招生章程规
定： “在高考实考分 （江苏： 实考分和
等级） 相同的情况下， 优先录取相关科
目分数高或教育部政策规定加分或降低

分数要求投档的考生。” 而2015年， 该
校招生章程中明确表示将按各省级招办

确定的投档成绩 （含省级招办确认的政
策加分） 提档。

同样的， 同济大学2010年的招生章
程中没有明确说明加分政策在专业录取

方面的做法。 今年， 该校明确， 专业录
取时， 对投档成绩中含省级招办确认的
全国性高考加分， 最多认可20分 （其中
少数民族考生、 归侨及归侨子女、 华侨
子女、 台湾籍考生以及烈士子女等加分
最多认可10分）； 不认可未经该校选拔
确认的体育、 艺术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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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的高考加分“集中地”大多“荒”了

本报记者 卢义杰

实 习 生 江山 田荣娟 王斯旋

2010年， 中国青年报记者统计发现，
高考加分呈现出 “三集中” 特征， 即向区
域内的相对发达地区或中心城市、 少数中
学、 个别项目集中。 统计还发现， 照顾性
加分因有弄虚作假和腐败通道， 而在个别
地区的统计上有些异常。 （详见本报2010
年7月28日 《高考加分呈现 “三集中”》）

5年之后， 这些 “集中” 的现象是否
仍存在？

体育类加分集中现象因

加分项目取消而缓解

根据当年的统计数据， 广东2010年具
有加分资格的考生4169人， 其中体育尖子
生987人， 占加分总人数的近1/4。

987人中， 广州考生有472人， 占总人
数近一半。 但是， 当年广州考生人数只占
广东省考生总数的约1/10。 此外， 广东经
济最发达的广州、 深圳和珠海， 其体育尖
子生共725人， 占该项目加分总人数的近
3/4， 但考生人数只占广东考生总数的约
1/6。

学校集中的特点体现在广州市协和中

学。 该校75人获得体育尖子生加分， 占全
省的7.6%， 甚至比多个地市尖子生加分人
数之和还多。

今年， 广东已取消体育特长生的全国
性加分项目， 这样集中的现象不复存在。

此外， 在四川省2010年获得的1816人
次体育加分中， 四川南充高级中学体育加
分达127人， 占全省约1/14， 绵阳中学有
93人， 江油中学为71人。 健美操、 无线电
测向和定向越野集中在成都、 绵阳和南充
3市， 共为500人， 占这三项加分总人数的
78%。

2015年， 四川省体育加分总人数下降
至279人 ， 其中四川南充高级中学10人 ，
绵阳中学16人， 江油中学两人。 同时， 前
述三项加分的体育项目也已取消。

同样取消体育类全国加分项目的还有

河南。 而在2010年， 该省811名考生获得
二级运动员称号， 焦作市就有255人， 其
中不少名额均在焦作一中 。 以2009年为
例， 该市下半年获得二级运动员称号的学
生， 有161人来自焦作一中。

奥赛类加分在部分地区仍

呈集中态势

对于四川而言， 其2015年的全国中学
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奖项加分考生， 绝对
值相较2010年下降了不少， 但分布仍然有
集中态势。

2010年， 全省此项目加分共197人,其
中四川绵阳中学61人， 达62.8%； 成都市
第七中学占45人， 达22.8%； 四川省绵阳
南山中学占 34人 。 两市占总加分人数
89.8%， 而两市考生仅占全省20.9%。

今年 ， 该省共68名考生获得此项加
分， 绵阳中学下降为9人， 占13.2%； 成都
市第七中学28人 ， 但占比上升为41.2%；
绵阳南山中学10人， 占14.7%。 从区域上
看， 成都加分考生达44人， 绵阳加分考生
21人， 共65人， 两市占总加分人数95.6%。

同样显示出集中态势的还有河北的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2010年， 这一奖项的
一等奖获得者在全省共165人， 95人来自
石家庄 ， 占总数的57.5%。 而在2015年 ，
河北高考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明天小

小科学家奥赛加分名单共46人， 石家庄有
23人， 占50%。

当年呈现集中态势的还有某些省会城

市、 经济发达城市。 例如， 陕西获得奥数
等联赛类加分共67人， 西安占了56人， 占
83.6%； 辽宁奥数等联赛168人加分名单
中， 大连育明高中、 东北育才学校、 辽宁
省实验中学有20人， 3所学校占该项目加
分总人数64.3%。

今年陕西、 辽宁均已取消这些项目的
加分。 根据加分新政， 全国性奥赛加分项
目也即将彻底告别历史舞台。

部分地区少数民族考生加

分仍然集中

与2010年相同， 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
考生仍然出现集中的情况。 湖南省就是其
中一例。

2015年， 列入该省公示名单的少数民

族考生共53798人， 湖南总报名人数为39
万人。 二者的比例是13.79%。

这比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数目多

了一些。 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湖南
总人口65700762人 ， 汉族人口59149353，
少数民族比例为10%。

一个可以参照的数据是， 江西2015年
的报考人数为354641人， 获得少数民族加
分仅261人 ， 占比为0.07275%。 据2010年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江西省少数民族人
口比例为0.34%。

这也就意味着， 2010年， 湖南省少数
民族人口比例比江西只高29.41倍 ， 按推
理 ， 或应有8000名左右少数民族加分考
生， 现在的数字却多得多。

来自该省省会长沙一些学校的数据更

耐人寻味。 2015年， 长沙有1963个考生申
请少数民族加分， 但报名点集中分布于湖
南第一师范学院、 长沙市达材学校、 湖南
长沙同升湖实验学校、 创世纪机械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等少数学校。

公开资料显示， 其中， 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报名点的227人、 创世纪机械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的71人， 全部被认定没有参加
民族优惠资格审核或该考生报名信息与民

族优惠审核结论不符。
而放眼湖南全省， 被认定没有参加民

族优惠资格审核或该考生报名信息与民族

优惠审核结论不符的， 共834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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