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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7/2021_2022__E8_80_83_E

8_AF_95_E5_A4_A7_EF_c26_277964.htm 大学不能成为本校教

工子弟学校 据2006年8月30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暑假期间

，东北某高校部分教职工集体向校方抗议，提出“要公平、

要公正、要上学”。从口号来看，这些教职工似乎在捍卫自

己的正当权益。可是，他们抗议的原因却是不满学校在今年

的招生中对其子女的优惠政策作出改革。往年该校都是按照

二本线对学校教职工子弟进行招生的，如果按照这项政策，

今年该校教职工子女能以降低上百分的高考分数，获得与其

他考生同样的录取资格。今年让教职工不满的是，该校只争

取到一本线下20分录取的照顾政策。 高校降分录取本校子弟

是一个较普遍的现象，经历过高考的读者都知道，高考成绩

一分之差往往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可是很少有人知道，部

分高校教职工子女享受降分优惠，而且降分幅度相当惊人。

东北这所高校的教职工面对20分的优惠政策，喊出“要公平

、要公正、要上学”的口号。他们可能确实面对一个存在诸

多公平、公正缺陷的招生机制，但他们正是其中的既得利益

者。这也说明，当特权成为惯例，哪怕是非常有限的改革也

会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坚决抵制，而且这种抵制将被冠之“公

平”等名义。既得利益者不会注意到自己与绝大部分考生之

间的不平等，而是把自己与往年获得更多既得利益的同事相

比，由此得出自己遭受剥夺的结论。事实上，大学不是私塾

，它是公共资源，经费来自纳税人和学生，绝非教职工的私

有财产，所以大学不应成为“教师子弟学校”。 必须指出的



是，这些教职工的抗议并非空穴来风，它的背后是一些不合

理却又根深蒂固的行业潜规则。长期以来，各行各业尤其是

一些垄断性行业，已经养成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特

权观念，这种特权甚至以“福利”的形式被半公开化。利用

这些政策帮助教职工子女入学，甚至成为一些高校工会的任

务和成绩。今年两会期间，代表们对这种“特权福利”进行

集中批评，比如一些航空公司规定每位在职普通职工每年可

以享受两张甚至两张以上的免费飞机票，一些银行的内部职

工特别是管理层，在贷款买房时享受利息全免或者低息的优

惠。在这种情况下，在经济福利上相对比较微弱的高校教职

工，自然会希望能够发挥行业特长，让子女享受到“教育福

利”。 “特权福利”的公开化、普遍化不等于它可以被正当

化。《中国青年报》同时报道，湖北省从去年开始就已经禁

止高校照顾录取本校子弟。武汉是一个高校比较集中的城市

，如果湖北省能够推动这个改革，那么，其他省市也没有理

由不借鉴他们的经验。报道还指出，推行这项改革导致部分

教师跳槽到其他依然可以享受“教育福利”的省份。这不但

不意味着要中止改革，反而说明需要进一步推动这项“阳光

工程”。只在某一个地区推行改革，教职工可能会选择那些

可以享受既得利益的地区；如果全国共同推行改革，跳槽的

理由也就不再存在了。 大学是人类精神的象牙塔，大学教师

本应是最有良知与正义感的精英的群体，最能衡量良知与正

义感的不光是看他们对待外界事物的态度，而更是看他们如

何解决自己面对的问题。相信东北那所高校的教职工，对其

他行业特殊的经济福利一定会持批判态度，也希望他们在批

判的同时能够主动拒绝自己可以享受到的“特权福利”。当



然，这不仅仅是某所高校的问题，需要所有高校共同努力；

这也不仅仅是某个行业的问题，需要所有行业共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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