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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A6_962006_c123_282971.htm 热点 港校热 春风乍起 今年，

“港校热”刮起一阵旋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

城市大学等8所高校在我国内地多个省市招收本科生。其中，

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经教育部批准，被列入全国普

通高校第一批录取的重点高校名单，其余6所高校则自主招生

。 尽管8所香港高校在内地仅招1000多人，报名者却达数万人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一些成绩优异的毕业生，不

再把内地名校作为唯一选择。而香港高校独特的面试招生方

式和开放式的讨论话题，也让人们领教了人才选拔的“香港

特色”。由于香港高校的风头甚劲，直接与清华、北大等名

牌大学抢生源，“谁是一流大学”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中

国高教界一时“风云四起”。 点评：香港的大学来内地招生

，给众多考生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也使内地多年一贯的

高考招生格局为之一变。究竟谁是一流大学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两种大学制度之间的竞争和借鉴，将提升内地和香港

高校的办学质量，提升我国高校的国际竞争力。从这一点来

说，在“港校热”中受益的，决不仅仅是内地考生，也不仅

仅是香港的大学。 亮点 代偿制度 情注西部 为引导和鼓励高

校毕业生面向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就业，2006年9月

，财政部、教育部联合下发《高等学校毕业生国家助学贷款

代偿资助暂行办法》，决定从今年开始，对中央部门所属全

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自愿到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

基层单位工作，服务期达到3年以上(含3年)的学生，其在校



学习期间的国家助学贷款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

，由中央财政代为偿还。 在全国实施“代偿制度”之前，湖

北省已经先前迈出了一步。湖北省规定，对自愿到全省29个

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村任教的大学生，工作满3年，经考核合格

的，由省教育厅给予每人每年5000元的奖励，用于偿还助学

贷款。3年来，已有1000多名大学生奔赴农村乡镇学校任教。 

点评：目前，大学生就业主要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反映在毕

业生就业的区域分布上。如何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就业，从而

走出毕业生就业难的困境？这需要毕业生调整心态，也需要

切实可行的政策来引导。“代偿制度”的实施，在完善高校

资助体系，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等方面有积

极意义，可谓一举多得。 着力点 职业教育 “百亿工程”

2006年，职业教育的“利好”消息不断传来，政府对职业教

育的投入和政策扶持超过以往。“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

将投入140亿元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

技能专门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 国家将至少安排专项资金20

亿元支持100所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这是中央财政对高等职

业教育的首次巨额投入。 国家对中高等职业院校实训基地建

设的投入预计为25亿元；中央财政“十一五”期间将安排40

亿元，从2006年起每年安排8亿元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

金；国家发改委和教育部目前正共同实施县级职教中心建设

计划和高水平示范性中职学校建设计划；教育部出台政策，

在全国107所职业学校试点半工半读制度；中央还将对职业院

校师资培训投入经费。 点评：中央财政把这么多钱投向职业

教育，对于中国职业教育而言，可谓雪中送炭。有了资金投

入，有了政策扶持，职业教育的发展获得了强大的助推力。



职业教育眼下要考虑的是如何有所作为，在提高办学质量上

下功夫，以适应社会的需求。 难点 高考改革 “破冰”前行 

今年初，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实行自主招生。经过两所

高校自主命题考试和高考，共有500多名考生被录取。其中复

旦大学的200多名学生不按专业录取，而是统一被新生学院录

取。有人认为复旦、上海交大的招生改革“是中国高考制度

改革的破冰之举”，但也有人担心这样的改革能否保证公平

、公正。 教育部批准了广东、山东、海南、宁夏等4个省

区2007年高考改革新方案，江苏省的2008年高考改革方案已

上报教育部，正在论证中。这5个省区都是实行新课程改革的

省份，因而，他们的高考改革格外引人注目。 点评：其实，

高校招生和考试改革一直在稳步推进。“一考定终身，分数

论英雄”，弊端多多，早已成为选拔创新人才的桎梏。但高

考究竟应当怎样改，人们却始终难以达成共识。不少人认为

，高考不是最好的制度，但也不是最坏的制度，改得不好还

不如不改。复旦、上海交大的改革虽然涉及面不大，而且引

起不少意见和争议，但这种“破冰之举”的意义值得肯定和

重视。 焦点 高教质量 防止“虚胖” 年底，一则有关研究生

报名的消息引起人们关注：目前，有128.2万人报名参加200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研报名人数在连续多年以十

余万计增长后增速放缓。 5月19日召开的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

招生管理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适当控制高校招生增长幅度，

稳定招生规模，切实把发展高等教育的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

。 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大招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

扩大，毛入学率年年攀升，从1998年的9.8%上升到2002年

的15%，继而上升到2005年的21%。我国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



规模最大的国家。 扩招是应人民群众更多地接受高等教育之

需，然而，连年大幅扩招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在显现。暂不说

大学生就业难，今年以来西安等地出现的大批量大学生因考

试不合格而劝退的消息引发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 

点评：单纯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质量的提高，就像人一味地

长高长胖并不意味着强壮。在高等教育达到一定规模之后，

把发展高等教育的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确实是明智之举。只

有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高等教育才能走上健

康轨道。 薄弱点 校园安全 敲响警钟 11月20日，国务院召开

全国加强中小学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强调以学校安全工

作为重点，加强学校管理，共建和谐校园。 而在此之前不久

，江西省都昌县土塘中学发生学生拥挤踩踏事件，致使6名学

生死亡，90余人受伤受惊吓住院。在会议召开的第二天，黑

龙江省双城市一辆满载小学生的非法“校车”发生坠桥翻车

事故，8名小学生不幸身亡，39人受伤。12月4日晚，山西省

蒲县蒲城镇南曜村教学点发生一起一氧化碳中毒死亡事件，6

名小学生被夺去宝贵的生命。 为了切实保障中小学幼儿园学

生的安全，教育部、公安部等10部委联合发布了《中小学幼

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日前开始实施。但愿，孩子们每天都

能够高高兴兴上学、平平安安回家。 点评：中央三令五申要

高度重视学校安全，而学生群死群伤的恶性事件却接连不断

、令人痛心。究其原因，问题还是出在管理上。学校管理中

的种种弊端和疏漏，已成为影响校园稳定的关键因素。呵护

学生生命安全，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政府部门没理由敷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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