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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风险不敢报名
!"#!年$月，国务院转发教育部

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
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要求各省区
市原则上!%&!年年底前出台异地高
考实施方案。截至!%&!年最后一天，
包括北京、上海、广东在内的十多个
省市相继公布异地高考方案。
虽然要求放开异地高考的呼声

很高，但是一旦付诸实施，并未出现
人们预想的报名火爆景象。辽宁省
招考办普招处处长邓玉波介绍，
!%&!年调研了解到，全省约有五千
多名外省生源符合辽宁设定的异地
高考报名条件，但是实际报名人数
只有预计数的十分之一。

与之相似，湖北省只有!&'名考
生报名异地高考，不到摸底预判数量
的一成。起初由于外来务工人员数量
大，感到压力巨大的江苏省，实际报
名的异地高考人数也只有(%%多人。
异地高考为何遇冷呢？各省招

办及部分中学校长们分析了个中原
因：一是各地异地高考政策出台较

晚，不少学生为规避风险不敢报名；
二是由于各省高考录取率不平

衡，部分外省考生即使符合异地高
考条件，也未必在流入地参加高考，
如河南、湖北等省高考竞争激烈，录
取分数高，录取率低，多数非户籍地
考生宁可回原籍高考；
三是报名“门槛”不低，如多数省

份要求报名异地高考的考生及家长
提供连续(年学籍，房产证或租赁合
同，连续(年社保等一系列资料，条件
缺一不可，把一些考生挡回了原籍。

近忧远虑掣肘政策
梳理各地的异地高考方案，越

是经济发达的人口输入地，压力越
大，方案开口越小，而人口输出省的
门槛就低得多。各省异地高考政策
差距较大、不平衡，尤其是北京、上

海、广东等重点省份，外来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及其家长表示对异地高考
实施方案感到失望。
一位河南籍高中二年级学生的

家长说：“北京的异地高考方案等于
原封没动，本科没放开。我在北京工
作十多年了，我儿子小学就在北京，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却因为没户口，
只能上国际班考国外的大学。”
按照广东异地高考“三步走”的

方案，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
住所，并连续(年以上持有广东省居
住证，按国家规定在广东省参加社
会保险连续(年以上的进城务工人
员，其随迁子女具有广东省高中阶
段(年完整学籍的，自!%#)年起才可
以在广东报名高考。
广东省是全国外来进城务工人

员第一大省，广东省今年普通高校

高考报名人数达)'*!万人，总量跃
居全国第一，其中主要原因是外来
人口增加。广东省教育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目前，广东省中小学平均每
个年级有!%万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解决随迁子女教育和参加升学
考试等困难和压力相当大，如果异
地高考不设准入条件，每年还可能
有几十万的随迁子女涌入广东，形
成“高考移民”。

而并非人口输入大省的湖北，
教育部门也表示担心，敞开异地高
考的大门后，明年，湖北异地高考的
人数可能会大幅度上升，尤其担心
是名牌高校招生资源更为紧缺的周
边省份的考生会高考移民到湖北。

并非单纯教育问题
针对异地高考遇冷，及各地措

施差距较大等问题，一直关注研究
异地高考政策的中国人民大学教育
学院教授程方平认为，北上广等地
方政府担心异地高考引发“高考移
民”有一定道理。
异地高考不是个单纯的教育问

题，而是复杂的社会问题，涉及资源
配置、人口政策、户籍管理、社会管
理、财政体制和教育体制等诸多因
素，国家层面应统揽并组织相关职
能部门进行调研和可行性论证，通
盘考虑，制定相关举措。推进异地高
考单项改革，难以取得大的成效。

“尽快建立公平合理的外来工
子女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制度是一个
可行的办法。”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
学研究院教授葛新斌建议，应健全中
央、省级、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之间
公平合理的经费分担机制，以减轻流
入地政府过重的财政负担，把外来工
子女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纳入规范化、
制度化和法制化轨道，而这项工作是
必须由中央政府才能完成。

新华社记者
郭久辉 王莹 廖君 郑天虹

!据新华社北京今日专电"

实际报名人数只有预计数的一成

异地高考“首秀”为何“遇冷”？
2013年高考在万众瞩目中开始

了。在今年912万高考大军中，首次有
数千名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非户
籍地参加高考，这要得益于今年首次

推出的异地高考政策。然而，记者在河
南、广东、湖北、辽宁等省了解到，原本
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的异地高考，实际
报名人数却远少于预期。

! ! ! !本报讯（记者 房浩 屠仕超）
昨天，一则“寻找高考准考证失主
白娅倩”的消息在网络上疯传，许
多热心的上海网友也纷纷转发。但
记者昨晚查证得知，该事件纯属一

场误会，当事人白娅倩实为甘肃庆
阳人，且早在 )月 +日就已寻回了
丢失的准考证，请网民勿再谣传。

本报在此提醒市民，高考期间
如捡到准考证不妨直接送到考点、

学校或当地派出所，这样可以最快
联系到失主。

此外，网友若看到此类信息，
在随手转发之前最好进行简单核
实，防止信息误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