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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改革“落地”、教师轮岗“加速”、严惩教师“失德”……面对新的挑战和百姓
期待，中国教育改革 2014年提挡加速，一系列配套制度令人瞩目。

现行高考招生制度下，总成绩是对学生唯一的评价，此现实将被改变。教育部16日出台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的意见》提出，学校要为每位学生建立综合素质档案，包含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五个方
面的综合素质评价，高校将参考评价情况招生录取。

新华社发 商海春作

教育部等 5 部门 12 月 17 日联合下发
《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
值的意见》，规定自 2015年 1 月 1 日起，取
消重大体育比赛获奖者、二级运动员统测合
格者、省级优秀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突出事
迹者、奥赛获奖者、科技类竞赛获奖者等 6
项全国性加分项目。

新华社发 徐骏作

2014，牵动人心的教育话题

教育部等五部门近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

目和分值的意见》明确，从 2015年 1月 1日起，取消省级优秀学生、思

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者、奥赛获奖者、科技类竞赛获奖者、重大体

育比赛获奖者和二级运动员统测合格者等 6项全国性加分。

辽宁本溪高级中学 87 名体优生加分，河南漯河高级中学 74 名

考生获国家二级运动员被加分……今年曝光的多起高考加分涉嫌

造假事件，令公众对“假加分”“蹭加分”“买加分”等乱象疑虑重重。

此外，体育加分政策的作用更令人担忧：考前突击过关，考后丢在一

边，很多体优生体育素质不高，甚至比不上普通学生。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殷飞认为，照顾性加分是社会

救济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维护教育公平的题中之意，应该坚持下

去。对于鼓励性加分，应对其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并根据实际效

果加以调整、规范；有的加分项目标准不清晰、程序不规范，应逐

步取消。

高考加分“瘦身”

2014 年 10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

制的意见》，禁止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禁止

在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篡改侵吞他人学术成果、违规使

用科研经费以及滥用学术资源和学术影响；禁止索要或收受学生及

家长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等财物等，首次划出对高校

教师具有警示意义的七条“红线”。

北大副教授诱骗女留学生、川美教师“性骚扰”女生、厦大“博导

诱奸门”……今年发生的多起高校教师“失德”事件令人震惊。社会

期待，“红七条”能真正筑牢师德底线，维护师德尊严。

“守住师德红线，长效机制是依法治校。”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

院长熊丙奇认为，学校应严格按照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清理校

规中与法律冲突的条款；对于违纪违规甚至违法的行为，一律按照

法律程序处理，不能姑息迁就、为维护所谓的声誉而有报不查，让

“红线”成为“遮丑”的虚线。

“红七条”严惩“失德”教师

今年 9 月，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推进县（区）域内义务

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意见》，要求城镇学校、优质学校每

学年教师交流轮岗的比例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数的 10％，

其中骨干教师交流轮岗应不低于交流总数的 20％，用 3 至 5 年实

现县（区）域内校长教师交流的制度化、常态化，以达到师资资源

的均衡配置。

一个不能被忽视的现实是，在现有的行政体系下，教师往往“逆

均衡”流动。薄弱学校的中青年教师一旦被评为学科带头人、教学

骨干等，经常被名校“挖墙脚”。

“师资不均衡，教育均衡就是一句空话。”殷飞认为，校长行政

级别不同、老师所属学校各异是师资均衡配置的制度性障碍。当

前，江苏、福建等一些地方已经探索实施中小学教师“县管校用”，

为教师均衡交流破除了制度障碍，期待这样的改革举措覆盖面更

广一些。

教师轮岗“加速”

2014 年，北京市实行单校划片或多校划片入学小升初政策，取

消共建生。同时，小学免试就近入学。

依据相关政策，完成小学教育后，区县教委将根据适龄学生

人数、学校分布、所在学区、学校规模、交通状况等因素，进行单

校划片或多校划片。单校划片学校采用对口直升方式招生，即

一所初中对口接收片区内所有小学毕业生入学。多校划片学

校，先征求入学志愿，对报名人数少于招生人数的初中，学生直

接入学;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人数的初中，以随机派位的方式确

定学生。随机派位由区县教委统一组织，邀请相关单位和家长

代表参与。

北京市将使用统一的小学和初中入学服务系统，将每一个学生

入学途径和方式全程记录，教育行政部门依据权限进行查询和监

控。各区县要公布学校的服务片区，教育部门将根据这两个服务系

统建立新生学籍。

非北京户籍适龄儿童入学，须持有“五证”。包括其父母或其他

法定监护人持本人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全

家户口簿、在京暂住证、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出

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等相关材料。

除北京市教委批准可以招收特长生的学校原则上向本区县招

收特长生之外，其他学校一律不得以特长生的名义招收学生。招生

学校要向社会公布特长生招生计划。

为了保证过程透明，北京市将启用小学和初中两个入学服务系

统，并纳入电子学籍管理系统。这套办法实施后，每个学校招多少

人，有多少学位，都在监控当中。校长不能再私招“借读生”了，因为

没有学籍，就没法纳入升学服务系统。校长的权力被削弱的同时，

各级教委也没有绝对的特权去操作。

北京市取消共建生

中国教育在线《2014 年出国留学（微博）趋势报告》于 3 月 13 日

正式发布。报告称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留学回国人数增长速

度加快，几乎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中国已迎来了留学生“最大回国

潮”，留学生回国人数进入高速增长期。

报告数据显示，从 2000年到 2013年，留学生回国人数增长率一

直保持了正增长。其中有 11 年都保持了 20%以上的较快速度的增

长，只有极个别年份的增长率低于 20%，有 5 年的增长率超过了

40%。在 2008、2009 年，中国留学生回国人数增长率一度超过了

50%，分别达到 57.5%、56.2%。

据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留学回国人员的增长率为

29.53%。虽然较前两年的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仍保持了较大的增长

幅度。

中国迎来留学生“最大回国潮”

8月 6日，新南洋发布公告，称昂立科技的资产已完成过户。这

意味着新南洋收购昂立科技最终完成，昂立科技也成为国内首家真

正意义的登陆 A 股的教育培训机构。昂立科技登陆 A 股被看做教

育培训行业政策放宽的信号。由此，也引发了国内教育培训机构对

于国内二级市场的期许。

随着而来的是，大连控股发布公告称，景良教育自 8 月份起，开

始与众多教育机构谈判。目前已与十一家教育机构完成了利润承

诺协议的签署，预计 9 月份完成第一阶段整合 9 月至 12 月会发起第

二次整合，预计整合完成后 2014年底利润不低于 5亿元。

与此同时，沪江网校宣布首选国内 A 股上市。而清华启迪战略

投资巨人教育之后，目标也是直指国内上市。

但是，国内教育培训机构 A 股上市之路注定不会平坦。由于

国内绝大部分区域的学校还都属于非经营性资产，直接实现二

级市场上市存在法律障碍。同时，绝大部分教育机构采用的都

是收付发生制的财务核算模式，不具备权责发生制核算的系统

基础，而且在税务，四金缴纳上也极不规范，因此从财务上也存

在很大的瑕疵。

不过，和君资本董事长王明夫却对教育培训机构国内上市前景

信心满满。他甚至建议国内教育培训行业创业者，国内教育机构上

市一定要优选 A 股市场，只有不懂的人才会去纽约。如果现在创业

仍准纽约市场，那说明创业者落伍了。王明夫甚至明确表示，迟早

要把新东方搬回 A股。

教育培训机构登陆A股

2 月底，伴随着 YY 旗下的 100 教育发出“颠覆新东方”的口号，

在线教育的关注度真正从教育业内转向了社会大众。一时之间，无

论科技企业还是教育机构，纷纷竞逐在线教育市场。每天平均产生

近 3家在线教育公司，这就是中国互联网教育市场的现状。

其实，从 2013年开始，在线教育公司不仅涵盖了从早教、K12教

育、大学教育、职业培训等，而且涉及了口语培训、创业、汽车修理等

细分行业。传统教育行业、互联网行业巨头及新兴企业纷纷扎向在

线教育。

百度在投资万学教育、传课网，投资了智课网;阿里巴巴去年 7

月推出在线学习平台“淘宝同学”，今年 2 月份斥资 1 亿美元投资英

语在线教育平台 VIPABC。今年 4 月，腾讯低调上线在线课程的分

发平台“腾讯课堂”。

传统教育机构开始纷纷转战互联网。新东方与教育考试服务

供应商 ATA 合作试水在线职业教育，与腾讯合作设立合资公司北

京微学明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拓展教育领域。学大教育则发布了

e学大智能平台，建设“校外自建，校内共建”两大生态系统。

K12 是创业者们一直心仪的“蓝海”，竞争厮杀也异常激烈，曾

创办世纪佳缘的龚海燕 2013年底创办梯子网，但不到一年便不得不

关停。

从在线教育来看，题库、拍照答疑、找老师平台、英语培训类等

领域，创业者已经很难插足。而未来互联网，技术驱动型的数据分

析领域、为线下机构服务等领域会有新机会。

互联网教育研究院最近发布的《2014年在线职业教育产业研究

报告》显示，目前的在线职业教育规模呈逐年上升趋势，并且占全国

市场规模的比例也在增加，到 2018 年，在线职业教育市场将达 134

亿元。

目前，业内在线职业教育主要有学习类视频、题库和综合平台

几种模式。其中 IT 类培训类数量最多，其次是公务员考试培训。

极客学院，上线仅 7 个月融资 2200 万美元，主要为专业开发者提供

IT技术的在线培训，收入采用会员制模式。达内科技采取线上与线

下结合的 O2O远程教学的模式，主打内容设计和课程研发。

另一主要板块是国家公务员考试培训，规模超过 50 亿元，而在

线学习的市场规模还不到 2亿元，预计未来会占到 50%的份额，还有

巨大的发展空间。

在线教育高烧难退

英特国际少儿英语培训机构倒闭，似乎触动了 2014年的培训机

构倒闭“多米诺骨牌”，春藤英语、曼哈顿英语、新动态英语等多家培

训教育机构纷纷关门大吉。

经营不善固然是培训机构倒闭的重要原因。但是，什么事情导

致培训机构经营不善，资本的介入难脱其咎。事实上，培训教育机

构“先收钱后上课”的行业，现金流是其赖以发展的根本。同时，良

好的现金流自然吸引了资本方的青睐，不少倒闭的培训机构之前都

或多或少得到了融资。

那么，培训机构获得融资之后的一大变化，就是必须快速的扩

张、发展。于是，培训机构不得不迅速增加门店，跑马圈地。由此，

也埋了经营不善的祸根。

由于培训教育非常依赖现金流，一旦现金收入出现问题，其办

学必然遭遇“崩盘”的危机。对于培训教育机构而言，场地房租一直

是一项重要的办学支出，其扩张事实上增加了场地房租的成本。

当前，随着城市房价的高企，办学场地的租金一直也是水涨船

高。然而，一旦落户某地做出名气之后，培训教育机构不得不面对

逐年增加的房租成本，很难再择址另行办学。

与此同时，国内培训教育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培训教育机构的

招生投入越来越大，而招生效果却越来越不理想，势必进一步增加

了资金压力。当培训机构出现资金断裂的情况下，或许只有关门大

吉一条出路了。

企业经营不善申请破差，原本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由

于培训教育的服务对象为学生及家长，因而也给众多学生学习及家

长造成巨大的影响。然而，面对培训机构倒闭造成学生及家长的损

失，目前仍未有妥善的解决方法，只能依靠政府部门出门，采取其他

培训机构公益援助的方式分流倒闭机构学生。

培训机构倒闭潮初现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标志着进

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随迁子女异地中

考、高考（微博）有望进一步破冰，随迁子女接受教育问题有望进一

步改善。

《意见》的出台，将有利于进一步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

中考、高考问题。在 2010年 12月启动的国家教改试点中，解决异地

高考列入了试点。然而在一些流入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解决异地高

考问题，仍然是这些地方所面临的难题。

目前，有 27 个省份明确了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的政策，有

30 个省份明确了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的政策。2014 年，有 28

个省份开始解决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的问题，5.6 万名符合条

件的随迁子女办理了高考报名手续。

根据《意见》，我国将建立居住证制度，居住证持有人逐步享有

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资格，异地中考、高考问题将能

够继续破冰。

与此同时，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之后，中小城市、城镇放

开入户限制，将有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越来越多农

民工子女跟随父母流入城市，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需

要城市为他们提供基本的教育机会和条件。

根据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教育部将做四个方面的工

作：一是在规划上，教育部要指导各地把常住人口，包括随迁子

女纳入到区域教育的发展规划之中。二是在经费上，要求各地

要按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的人数来拨付教育经费，同

时加大中央财政对各地接收随迁子女学校的专项奖励力度。三

是坚持分类指导，要求各省份因地制宜，合理确定随迁子女入学

政策，保障他们平等地接受教育。四是加强管理，不断完善全国

中小学（微博）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更好地加强对随迁子女接

受教育的服务工作。

这意味着，以后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随迁子女上学将

更加容易。

异地中、高考有望破冰

伴随着即将到来的高考改革，中国大学也将面临新的转型。其

中，将有1600至1700多所学校转向以职业技术教育为核心。同时，在

培养模式上，这些高校将淡化学科，强化专业，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

中国现有近 2500 所高等院校，转型的本科大学不仅包括 1999

年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 600 多所地方本科院校，而且还包括一批

985、211 的院校。如此一来，中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结构将发生

重大变化，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校比重将从现有的 55%提高到

70%至 80%。

今后，中国将以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突破口，对教育结构

实施战略性调整。首先，将建设一个以就业为导向的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从教育模式、教育机制到人才培养模式，均以就业为导向。

其次，建立系统化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体系，目标是面向生产一线

培养以技术为基础的技能型人才。与此同时，还将搭建人才培养的

“立交桥”，让学生可以从中等职业一直学到专科教育、到本科教育

到专业硕士，甚至专业博士。

事实上，国内一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核心是要建立中国高等

学校的分类体系，对高等学校实行分类管理。要实行分类，势必需

要从现有的本科高校划出一部分，推动其逐步地、更多地培养应用

型人才，技术技能型人才。因此，转型的本科高校既可能是新建学

校，也可以是办学历史非常悠久的学校;既可以是学校里的绝大部

分专业都转型，也可以是其中一部分专业转型，面向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可以肯定，国内本科高校转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使中国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对人才

的需求。

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