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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重视民族地区

的教育发展 ,实行了一系列教育倾斜政策来加快

民族教育的发展 ,高考民族倾斜政策就是其中的

重要内容之一。高考民族倾斜政策是国家保障少

数民族接受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重大举措 ,是国

家培养少数民族优秀人才的重要途径。在提倡科

教兴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 ,回顾与反思

这一政策 ,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发展民族高等教

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高考民族倾斜政策的历史回顾

11高考民族倾斜政策的提出与确立时期

(1949—1965年 )。新中国高考民族倾斜用政策

形式出台始于 1950年 ,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

1950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 》。文件中指出 :

参加工作三年以上的产业工人、干部和军人 ,兄弟

民族学生 ,华侨学生 ,“考试成绩虽稍差 ,得从宽

录取 ”[ 1 ]。文件中的“从宽录取 ”是降分录取的开

始。1951年 4月 24日 ,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

1951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及 1950年招生总

结》规定 ,对少数民族学生 ,“考试成绩虽稍差 ,而

可望在一学年内补习及格者 ,得从宽录取 ”这一

倾斜政策沿用了三年。1953—1961年 ,高考录取

中一直实行少数民族考生与一般考生“成绩相同

时 ,予以优先录取 ”的倾斜政策。党和国家根据

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一般上学比较迟 ,故高中毕

业生年龄较大 ,报考中等、高等专业学校受到限

制 ,对少数民族学生报考年龄做了专门决定。教

育部在 1955年 12月《关于放宽少数民族学生报

考年龄的问题给广西省教育厅的函 》中指出 :“今

年在各级学校招生规定报考年龄时 ,对少数民族

学生报考年龄一般应比照当地规定放宽 2至 3

岁。同时 ,当年毕业生报考时不受年龄大小之限

制。”1965年高等教育部《关于 1965年高等学校

招生工作的通知 》中进一步指出 :“对于少数民族

聚居地区和虽非聚居地区而经济、文化比较后进

的少数民族学生 ,当他们的考试成绩达到报考学

校的最低录取线时 ,可以优先录取。”

21高考民族倾斜政策的挫折与曲折发展时

期 (1966—1976年 )。由于林彪、“四人帮 ”极左

路线的严重破坏 ,我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和

·771·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45066?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文化等遭受了空前的灾难 ,同样“两个估计 ”的禁

锢、“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斗争 ”的危害、在教

育工作中否定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异等错误的政治

路线也给民族高等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

取消了党和政府的包括高考民资倾斜政策在内的

民族高等教育倾斜政策 ,“许多民族工作部门被

撤销 ,许多民族学校被撤销或停办 , 1971年的高

等院校调整意见就提出 :政法、财经、民族院校拟

多撤销一些 ,实际上 10所民族学院全部被撤销或

停办。”[ 2 ]新中国成立 17年来的民族高等教育成

就遭受到被否定 ,大部分的高考民族倾斜政策名

存实亡。高校招生录取都是采取推荐办法 ,取消

了统一高考 ,取而代之以所谓的保送上大学的制

度。高校招生录取政策只注重阶级成分 ,只讲政

治 ,只问出身成分 ,而不顾及其文化基础。这时期

的高考民族倾斜政策由阶级成分的划分所代替 ,

不再体现少数民族群体特点和差异成分 [ 3 ]。

“文化大革命 ”后期 ,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抵制和斗争下 ,民族高等教育工作也得到了

一定的开展。1972年 ,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许多

地区违反民族政策的情况指出 :“政策问题多年

不抓了 ,特别是民族政策。”之后 ,国务院派出调

查组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当时在周恩来总理

的主持下 ,在教育领域进行一系列整顿 ,民族教育

政策在困难条件下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高考民

资倾斜政策也不例外。

总之 ,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是民

族高等教育事业遭受严重挫折、曲折发展的十年。

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 ,

民族高等教育要健康、稳步发展 ,首先 ,必须要端

正民族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 ,坚持马克思主义民

族观。其次 ,要认清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和长期性。

再次 ,必须处理好民族关系 ,维护民族的大团

结 [ 4 ]。

31高考民族倾斜政策的基本成型与法律化、

规范化时期 ( 1977—1998 年 )。“文革 ”结束之

后 ,高考民族倾斜政策得到恢复并有了进一步发

展。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 ,教育部《关于 1978年

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意见 》中指

出 :“同报考专业相关科目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

的考生和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最低录取分

数线及录取分数段 ,可适当放宽。”[ 1 ]由此开始 ,

国家对民族大学生实行了降分录取的优惠政

策 [ 5 ]。1980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 ,高考民

族倾斜政策的发展成型起到了历史性的决定作

用。该规定一是明确“对边疆、山区、牧区等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录取分数可适当

放宽 ”,由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范围比边疆地区

更为广泛 ,这一规定实际上起到了对少数民族增

加照顾力度的作用。二是对聚居和散居地区的少

数民族考生实行区别对待 ,对散居地区的考生虽

然没有降分 ,但规定他们与其他考生“在同等条

件下优先录取 ”[ 6 ]。为了解决民族考生在内地高

校学习困难的问题 , 1980年 6月 21日教育部《关

于 1980年在部分全国重点高等学校试办民族班

的通知 》中指出 :“民族班招生从今年参加高考的

少数民族考生中择优录取。”1980年先在教育部

所属五所重点高等院校试办少数民族班 ,共招生

150人 (在原定招生计划以外 )。这无疑是党和国

家增加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机会的重大举措。

1984年 5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

治法 》中规定 :“国家举办民族高等学校 ,在高等

学校举办民族班、民族预科 ,专门或者主要招收少

数民族学生 ,并且可以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

办法。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收新生时候 ,

对少数民族考生适当放宽录取标准和条件 ,对人

口特少的少数民族考生给予特殊照顾。”使我国

高考民族倾斜政策开始具有了法律依据。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第 9条明确规定 :

“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公民不分

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 ,依

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1998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高等教育法 》颁布实施 ,其中明确规定 :“国

家根据少数民族特点和需要 ,帮助和支持少数民

族地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 ,为少数民族培养高级

专门人才 ”。这一专门法规的颁布为民族高等教

育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提供了法律依据。由此看

出 ,随着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发展 ,高考民族倾斜

政策的形式已逐步实现法制化 ,在稳定性和长期

性方面有了可靠的法律依据。

41高考民族倾斜政策的力度加大与全面发

展时期 (1999年至今 )。从 1999年我国高校开始

扩大招生 ,尤其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 ,根据

加快少数民族专业人才培养的需要 ,党和国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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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完善和加大力度优惠录取民族大学生的特殊

政策。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又开始对少数民族

聚居区的汉族考生可给予适当降分照顾录取。

从 2004年开始 ,对高考民族倾斜政策进行调

整。教育部在《2004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

定 》中指出 ,同一考生加分投档分值不得累加 ,最

高增加分值不得超过 20分 ,同时 ,部分省份“少

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考生可给予适当降分照顾录

取 ”。各省市根据《2004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

作规定 》,高考招生对少数民族考生的优惠政策

各有调整和规定。例如 ,山东省高考享受降分照

顾的范围有所调整 ,少数民族考生 ,总分低于高校

调档分数线以下 10分之内的 ,可投档 [ 7 ]。2004

年广东高考少数民族本科、专科、预科和民族班的

录取标准不得低于各有关高等学校在广东省本、

专科和本科相应批准提档线以下 80分、60分和

40分 ;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考生可给予适当降

分照顾录取 [ 8 ]。2005年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

学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招生工作管理规

定 》中 ,对高校少数民族预科班、民族班的生源和

录取标准明确规定 :生源限定为当年参加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少数民族考生 ,重点

招收边远农村、高寒地区、山区、牧区的考生。同

时该规定还要求 ,对散杂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只能适量招收。同时 ,各省 (区 )在制定本地区民

族考生倾斜录取政策时 ,还特别对人口较少民族

予以特殊倾斜 ,例如 , 2000年 ,云南省“省长工程 ”

中的一项计划规定 ,在云南农业大学招收一个 50

人的“少数民族班 ”,其招生对象是人口少于 10

万的少数民族的考生 ,高考录取不划定录取线 ,录

满 50人为止。《200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

规定 》第 44条指出 :“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

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可在高等学校调档分

数线下适当降低分数要求投档 ”。第 47条指出 :

“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 ,在与汉族考

生同等条件下 ,优先录取。”

二、对新中国高考民族倾斜政策的多视角反

思

11价值取向视角反思。作为教育政策一部

分的高考民族倾斜政策 ,应该以政治公正、利益普

惠原则、社会可行性标准以及实践检验标准为价

值取向 ,因为这些价值取向是高考民族倾斜政策

在制定与实施、法律化、规范化和评价等方面必须

坚持的 ,这也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新世纪民族教育

政策实质所在。但是 ,因价值取向主客观统一体 ,

由于个体或一定的群体所处的社会、文化、教育环

境不同而导致政策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不一

致。高考民族倾斜政策是基于少数民族历史与现

实的社会条件 ,尊重民族差异存在的前提下 ,为了

更好地实现少数民族群体在入学和获得优质教育

资源平等而实施的一项弱势补偿性的民族政策。

所以 ,高考民族倾斜政策的价值取向基本上是单

纯以少数民族为标准来优惠少数民族群体 ,与利

益惠普的政策价值取向是相违背。我国幅员辽

阔 ,经济相对滞后的贫困地区在全国占有较大比

重 ,大部分贫困地区既有存在少数民族聚居 ,又存

在各种民族散居等形式。在少数民族地区或非少

数民族地区 ,也存在大量的非少数民族群体 ,他们

在经济、文化、教育与少数民族群体相差无几。因

此 ,如果单纯以少数民族为标准来制定倾斜政策 ,

必然产生质疑。因此 ,应该打破传统的单一的以

民族成分划分的标准 ,兼顾到民族间的地域差异、

经济水平差异、文化差异、社会阶层差异以及少数

民族受惠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程度的差异 ,从多个

维度进行综合考察 ,以“差别对待 ”的原则来对待

差异和多元化 [ 9 ]。所以 ,高考民族倾斜政策需进

一步完善和发展。

数据来源 : 2008年各高校招办的网上招生计划。

21优质教育资源视角反思。由于高等教育

资源分布的不均衡 ,掌握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点高

校多数设在省会城市和东部地区的大中城市 ,其

招生名额分配严重向所在地和东部大中城市倾

斜。我们可以通过以下数据分析 ,了解到 2008年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在全国

各省本科的招生来源计划情况 (见上图 )。

由图可见 ,清华大学在京招生 296人 ,而在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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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八省区的招生总数为 239人 ,仅占该校招

生总数的 7% ;北京大学在京招生 470人 ,而在少

数民族八省区的招生总数为 224人 ,仅占该校招

生总数的 6. 8% ;浙江大学在浙江招生 2044人 ,

而在少数民族八省区的招生总数为 157人 ,仅占

该校招生总数的 4. 4% ;南京大学在江苏招生

1180人 ,而在少数民族八省区的招生总数 195

人 ,仅占该校招生总数的 5. 7% ,四所重点高校对

少数民族八省区的招生计划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

还有四所重点高校在所在地的招生额度也明显高

于西部地区。以上相关数据分析可以说明 ,少数

民族考生在重点大学入学机会不均等。因此 ,要

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的发展 ,就得站在中央政府的高度审视问题 ,通过

制度安排和创新 ,加强重点高等院校对少数民族

地区的人才培养力度 ,尤其是重点大学高考招生

名额分配倾斜少数民族地区 ,开扩当地少数民族

的视野 ,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

育等各方面的发展 ,最终真正能够保障民族高等

教育入学机会均等 ,为民族教育发展提供优质教

育资源 ,保证民族教育的健康发展。

31实践视角反思。社会属性的复杂性决定

了任何教育政策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 ,高考民

族倾斜政策也不例外。高考民族倾斜政策是从民

族全体的特殊性和利益出发 ,为实现民族平等和

教育公平而实施的民族教育政策 ,制定和实施其

政策是具有合理性的。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

一些问题 ,“降分政策 ”、“加分政策 ”在保证生源

和质量方面产生质疑。高考民族倾斜政策自实行

以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少数民族学生的高

等教育入学机会均等 ,但不能完全保证所招收的

少数民族学生的数量和质量。比如 ,从 1990年到

2000年 ,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

从 8. 04%上升到 8141% ,但是 ,同期高等学校少

数民族学生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则由 6. 6%下降

到 5171%
[ 10 ]。“民族预科班的政策 ”在实践中产

生高额收费现象 ,反而导致民族内部入学机会不

均等。近几年 ,部分民族学院的预科班每名学生

年收费 3万 ～5万元人民币 ,甚至于部分学生的

收费达到 8万 ～10万元人民币不等 [ 9 ]。如此高

额的收费 ,导致很多民族学生失去了踏入高等学

府 ,进一步深造而获得向上流动的公平机会。除

此之外 ,一些非少数民族考生为了享受民族倾斜

政策 ,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弄虚作假 ,“搭便车 ”

的现象也存在。因此 ,我们尽可能通过制度安排

和制度创新来还原高考民族倾斜政策的初衷 ,保

证少数民族学生的数量和质量 ,以其促进民族高

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三、结语

高考倾斜政策绝不是仅仅只与那些具体的高

校相关 ,它更关乎到整个中国民族高等教育的发

展 ,甚至关乎整个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进步。新

中国成立以来高考民族倾斜政策的发展历程是审

视中国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的一面镜子 ,新中

国成立以来高考民族倾斜政策发展历史其实就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高等教育发展历史。透过

这面镜子 ,我们甚至还可以审视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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