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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38/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5_93_88_c64_538538.htm 近日，哈尔滨推出的重点高中招

生配额生政策，引来了一些家长和学生议论纷纷。政策规定

，在2009年的省重点高中招生中，将从统招生中拿出30％的

名额（其中阿城一中为50％），作为配额生指标分配到全市

各初中学校，目的是进一步促进哈尔滨市义务教育学校生源

均衡，遏制初中择校热。 这本来是一项惠民政策，为何引起

这么多非议？治疗择校这一顽疾的办法会不会因为一些阻力

就停滞不前？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近六成子女上学家庭需

面对择校 李霞夫妇是哈尔滨市一家工厂的普通工人，女儿在

小学毕业升初中时，按照校区划分，应该到一所普通中学读

书。可是李霞不甘心，为了孩子将来能考上一所名牌大学，

她决定要让女儿进名校，接受最好的教育。 李霞知道，要上

名校必须有“关系”，或是通过教育系统的“内部人”牵线

。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当她找到一个在名校当老师的老同学

时，对方直言不讳地告诉她：“上名校只花钱是不够的，至

少要教务主任以上级别的人才能办。” 可她哪肯因老同学的

几句话而放弃。一连多日，她晚上提着水果和营养品站在老

同学家门口等候，“毕竟你在教育口多年了，起码能认识一

两个领导，比我强得多。”软磨硬泡之下，老同学不得不答

应帮忙试试。 一周后，老同学告诉李霞，他通过一个朋友找

到了教委一位主管部门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当场拒绝了，

还从兜里掏出厚厚的一沓纸条跟他交底：“这都是找我进名

校的，哪一个都得罪不起。为了他们，我把自家亲戚的事儿



都给推了。” 然而，这次碰壁仍没有打消李霞的念头，她又

辗转联系到了某区教育局的一位退休领导。在老领导的指点

下，李霞找到那位名校领导的家，进门寒暄了几句，就将包

裹着层层报纸的一个信封塞到了那位领导家的沙发缝里。 如

今，李霞的孩子如愿以偿地上了重点校的“校中校”，每年

还得交6000元择校费。像李霞一样费尽心思为孩子“择校”

的家长不在少数。一位帮孩子择过校的家长告诉记者，名校

和其旗下的“校中校”共享优秀的师资，教学质量非常高，

自然孩子升高中时也能考出好成绩。 国家统计局哈尔滨调查

队曾做过抽样调查，被调查对象中有63.5％的家庭有子女正在

上学，其中90.6％的人认为供养子女上学负担过重。由于教育

资源分配不均，从小学到高中都有择校现象，家长们都想把

子女送到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就读。当问到“您的家庭是否

需要面对子女择校问题”时，59％的家庭表示需要面对子女

择校。 除了“择”重点公办校、“校中校”，还有很多家长

“择”民办校、外国语学校。更有甚者，上了名校还要“择

名校”。陈女士的孩子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一所重点初中，孩

子第一学期结束时，就有3名同学又“择”到家长认为更好的

中学，因为这几名同学学习比较好，所以转出校坚决不同意

办理转学手续，只能到外“借读”。 实际上，为了读上升重

点高中率高的好初中，“择校”热从小学便开始了。基本手

段是通过托关系进入跟名校对口的小学，或者办学区内的假

户口，甚至在学区内买房子“落户”。各种办法都用上，从

而导致小学择校越演越烈。择校费也水涨船高，高达几万元

。 出台配额生政策的初衷是遏制择校热 修订后的义务教育法

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方向性要求确定下来，明确“



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

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然而，由于教育资源短缺和不均衡的

实际状况，许多家长仍然不惜重金为孩子择校。 “实行配额

生政策的目的主要是促进义务教育学校生源均衡，遏制初中

择校热。”哈尔滨市教育局负责人认为，考虑到易于操作和

稳步推进，哈尔滨市配额生政策是1996年开始在市重点高中

层面进行的。 当时，哈尔滨市将市重点高中统招生计划总数

的55％作为配额生指标直接分配给各初中，如今这一比例已

达到61％，使更多城市薄弱学校、农村学校的学生有机会进

入市重点高中就读。这一比例在全国也是比较高的。据了解

，目前长春、沈阳、大连、青岛4个城市的配额生比例均占统

招生计划的50％至60％。 “应该说，配额生政策刚开始实施

时，对遏制择校热产生了较好的效果，但由于省重点高中招

生没有实行配额，随着市民对子女接受优质教育需求和愿望

的日趋强烈，家长越来越在意的是省重点高中的招生政策。

所以，市重点高中配额生政策对遏制初中择校的效果越来越

弱。”哈尔滨市教育部门负责人在解读新出台的《重点高中

招生配额生政策实施意见》时说，为进一步促进哈尔滨市义

务教育学校生源均衡，遏制初中择校热，把配额生政策扩大

到省重点高中招生范围，发挥招生考试的正面导向作用，理

应成为教育行政部门政策调整的重要内容。 因此，从今年起

，该市将首次把省重点高中统招计划名额拿出一部分用于配

额，哈尔滨7所省重点高中将分别拿出各自统招计划的30％用

于招收配额生。阿城一中配额生指标占其统招计划的50％。 

以前，哈尔滨市的省重点高中招生是按分数录取，对所有学

校的学生只看分数，一视同仁。但今年配额制实施后，一些



薄弱学校的学生，即使分数低于省重点高中统招录取分数

线20分，也可能被省重点高中录取，这部分学生就叫配额生

。 同时，哈尔滨市教育部门还制定了一些配套的规范。比如

填报省重点高中配额生志愿的考生，除具备报考重点高中的

条件外，还必须拥有所就读初中学校的正式学籍、八年级结

束前已在该校就读且毕业年级没有在外校借读，方可填报就

读初中学校获得的省重点高中配额生指标的志愿。在外校借

读或毕业年级转学的学生均不具备报考省重点高中配额生的

资格。在志愿填报前，对所有具有报考省重点高中配额生资

格的学生将在班级和学校分别公示一周等。 打破既得利益的

配额制引起强烈反响 配额生政策公布后，反映最强烈的是择

校生家长，特别是2009年参加中考的学生家长。一些择校的

学生和家长认为，“不公平”是他们反对的焦点。“配额制

会对一部分学生造成不公平。他们考了足够高的分数，放在

以前都可以考上省重点高中，却因为今年统招生数量的减少

而不能如愿入学。难道他们就该成为新制度的牺牲品吗？” 

按照新出台政策，该市将从统招生名额中拿出30％（阿城一

中为50％）的名额用于配额生，这样与往年比，统招生数量

减少，势必加剧了统招生的竞争激烈程度。而另一方面，这

些择校生又很难享受到配额生政策。 填报配额生需要符合3

个条件：在籍、在读、户口与学校所在地相符。而在初中择

校的学生，有的是学籍放在普通校，却在重点校“借读”，

如果在八年级前没有回到原学校就读，即不符合填报配额生

资格；有的学生择校后就把学籍转到名校，可是名校分得的

配额生比例很小。去年，哈尔滨市一所有近2000名初中毕业

生的重点中学，与一所只有200多名毕业生的普通中学，同样



分得20多个配额生名额，比例相差悬殊；还有的学生选择到

民办校读书，这部分学生家长担心，民办校不能与公办校享

受到同等待遇。 显然，配额生政策对“择校热”构成了一股

冲击波，“受损”的是已经择校的学生及家长，但他们也只

能是苦水往自个儿肚里咽。“如果当初教育局限制择校，家

长们都会遵照执行。但教育局没有限制择校，如今却把这一

失误的后果转嫁到学生身上，非常不合理。”一部分择校生

的家长认为。 对此，教育主管部门的态度很明确：配额生政

策就是遏制“择校热”，发挥招生考试对促进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的正面导向作用。教育主管部门还特别声明：“我们要

遏制的是择校热，不是要取消择校。出台配额生政策，就是

要促进学校的均衡发展，引导学生和家长接受免费的义务教

育，而有择校需求的学生和家长仍然可以择校。” 哈尔滨市

在省重点高中实施配额生政策还是第一年，究竟在多大程度

上遏制“择校热”还不得而知，但至少政策的出发点得到了

相当一部人的认可。哈尔滨市南岗区一位普通中学校长认为

，配额生政策确实让该校的学生受益。2008年该校有初中毕

业生206人，分到市重点中学的配额生为23人。去年，全市重

点中学的统招分是432.7分，而该校配额生的录取分数却是422

分，而同样是配额生，在一所重点中学的录取分数线则是430

分。 眼下，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黑龙

江大学教育系副主任杨平说，如今，重点初中已经形成“马

太效应”，令重点校聚集越来越多的优势资源，而薄弱学校

更加薄弱。长此以往，导致重点校和薄弱校很难均衡发展。

而配额制让家长为孩子选择初中时，不再只考虑重点校，说

明这一制度已开始发挥效应。 杨平认为，只有教育规模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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