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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闻进行到底

“要取消公费了，本来明年都想考研

的，算了吧。”

“本来奖学金就不高，现在居然还要取

消公费？”

“举双手赞成，但是配套的奖学金制度

一定要跟上呀。”

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印发了《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

并召开全国研究生教育工作会议进行了全

面部署，提出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招

生计划实行统一管理，改革全日制研究生招

生计划形式，取消国家计划和自筹经费“双轨

制”。同时加大对研究生教育的财政投入，提

高奖助学金力度。

“后公费时代”能否遏制盲目考研风

大学毕业之际，全国 69所高校的 300名应届大学

毕业生，从四面八方奔赴河南省内乡县，成为河南牧

原食品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员工，不约而同选择了同

一份工作——养猪。（7月20日《中国青年报》）
今年，被戏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许多大学生

为工作难找发愁，不少家长为孩子找不到工作担忧。

但另一方面，不少企业为招不到员工愁眉难展，许多

公司因找不到职员寝食难安。

大学生认为工作难找，原因为何？这既有主观因

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上讲，由于国家经济放缓，企

事业单位向社会提供的岗位有所减少，而大学毕业生

人数增加，这对矛盾似显突出。从主观上说，大学生

求职“眼光”过高，高不着低不就。不少人，非公务员、

事业单位不去；非央企、国企不干；非沿海城市、大城

市不来；非高工资、轻松工作不做。怀着如此主观愿

望求职，工作岂能不难找？

但 69所的 300名大学生，他们审时度势，放下“天

之骄子”的架子，转变就业观念，“毅然决然”走进河南

牧原食品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当起“猪倌”来，为其他

大学生就职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经过几年在“象牙

塔”的苦学，毕业了，不外乎就是欲把所学运用于实

践，在工作历程中实现人生价值。实现人生价值，不

一定非要是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不一定非要在国

企、央企、大城市。只要有了平台，再用自己脚踏实地

的精神去拼搏，一样能得到单位认可、社会肯定，一样

能为自身、为他人、为社会创造出令人欣喜的价值来。

深处于河南内乡县灌涨镇一个村里的“牧原食

品公司”，坚守在这里的职工，95%都是大学生，他们

为企业做出了骄人的贡献，已带动企业拥有国家自

主知识产权专利 26 项。有半数以上的大学生已进

入公司中层以上领导岗位，其中 10 余名进入了公司

高层。他们之所以不远千里来到偏僻的这里，就是

因为他们感觉到牧原是一个成长性好而责任心又

强的企业，觉得牧原的文化和平台，非常适合年轻

人的成长。

年轻人的成长，不一定非要“沃土”不可。如果

自身思想“正”，又有吃苦精神，一片“沃土”当然能

使其如虎添翼；如若只为高薪而轻松，工作怕苦怕

累，一片“沃土”就会成为掩埋自己的一抔黄土。这

次 300 名大学生奔牧原而来，看中的就是发展的平

台、成长的机遇、人生价值的实现。笔者在此由衷

地为他们不为享受、敢于吃苦；不畏嘲讽、敢于打拼

的品质鼓掌，以后也一定会为他们取得骄人成绩、

实现人生理想而欢呼。

大学生“猪倌”彰显不丢人的人生价值

双轨运行模式是 1985 年开始实行的，此前我国

研究生教育实行的是单一的国家财政模式。现在所

说的研究生教育收费问题，实际上是指是否全面收

费问题。

这种公费自费双轨制模式，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部分培养经费问题，满足了社会需要，因此最初运行

平稳。但随着自费生招生规模的扩大，双轨制也暴

露出很多问题。培养单位制订研究生招生计划时一

般有两个数字，一个是计划数，一个是规模数。前者

是国家给的招生指标，也就是公费生的名额，后者是

实际招生总量，规模数和计划数的差额就是自费生

的名额。在研究生扩招中，不少培养单位计划数增

加的幅度有限，主要是扩大了规模数。这样一来，有

限的公费生名额就成为众多考生竞争的焦点，培养

单位如何确定自费生和公费生、其标准是否公平公

正就成为考生最关心的问题之一，甚至有时会引发

尖锐的冲突。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会今年 2 月调查了全国

40 多所高校的研究生每月补助情况，其中清华大

学 360 元 ，中 国 传 媒 大 学 0 元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250

元，复旦大学 41.5 元，武汉大学 500 元，陕西师范大

学 310 元。

——相关链接——
1985年实行的“双轨制”暴露出不少问题

据统计，全国在读研究生总数达 172 万人，研究

生报考人数去年达 180 万。这项牵扯到数百万人利

益的改革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湖北工业大学校级辩论

会甚至组织了一场题为“取消研究生公费利大于弊还

是弊大于利”的辩论会。

而这次改革的利益主体——考研大军们又是怎

么想的呢？刚刚考上东北理工大学研究生的小刘

庆幸地说：“幸亏早考了一年，不然要多交多少钱。”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小于说：“看到一组关于各

国在教育上的经济投入占 GDP 的比重，我们很低，

现在居然还取消公费，太不合理了。”当被问到会

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考研计划时，安徽师范大学新闻

专业大三的小叶说：“我觉得影响不大，就业压力在

这里，考研是对自己的长远投资，如果因为取消公

费就不考研，那是因小 失 大 。 而 且 如 果 能 在 奖 学

金 上 缓 解 学 生 压 力 ，全 面 取消应该没什么太大关

系。”立志报考清华大学研究生的小李表示：“对今

年的考生肯定不会有影响的，努力那么久，难不成

放弃，那些还没开始准备的可能会有所考虑。当然

个人来说希望奖助学金能够跟上。”

——考生声音——
“希望奖助学金能够跟上”

其实，全面取消双轨制并不是一些人认为的“突

如其来的新政”，而是一项整整历时八年的渐进式改

革。取消研究生公费早在 2006年就开始在哈工大等

3 所学校开始试点，2007 年增至北大人大等 17 所高

校，2008 年推广到 47 所设置研究生院的高校，2009

年，中央部委属院校全部改革，并鼓励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选择省属高等学校开展改革试点工作，直至推

广到全国并确定配套政策。

针对这项改革，各大高校是如何应对的呢？笔者

对此也进行了一番调查。据西南政法大学研招办的

工作人员介绍，今年该校推出了新的研究生奖助体系

改革方案，硕士生资助标准每生每年 6000元，按月发

放；50%的新生免第一年学费，入学表现优秀的学生

奖励在读期间全部学费；根据综合测评成绩评定的综

合奖学金金额和发放比例都有所提升，对家庭经济困

难的学生开辟学费减缓与免交的绿色通道。“这也是

为了吸引优秀生源，减少新的收费政策对学生的冲

击。”工作人员对笔者说。

而那些几年前就开始实行改革的高校试行情况

怎么样呢？笔者从上海交大的研究生官网上看到，

2012 年新入学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除极个别专业

外，全部享受二等奖学金 9800 元，正好与学费相当，

等于是免了学费。而如果进一步执行新政策中的收

费标准，学术型硕士的学费将从 9800下调至 8000，专

业硕士 9800 不变。届时二等奖学金制度不变的话，

学术型硕士的奖学金在抵消学费后还将余额 1800

元。虽然取消了“公费生”，但高校大都建立了相应的

奖助学金体系，提高了奖助学金标准，取代了原本国

家对“公费生”的生活补助。

这种模式有人戏称为“新型公费”“后公费时

代”。与改革前不同的是，奖学金并不均等，有人

用奖学金抵消学费后还有余额，有人不够支付学

费，还有少数没有奖学金，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学

习成绩和综合表现。新政策中的将研究生普通奖

学金调整为国家助学金，则是普及到每个在读研

究生的福利。

——高校连线——
建立奖助学金为主导的“新型公费”

取消研究生收费双轨制的深层意义在哪里呢？

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赵存菊教授表示，研

究生教育全面实行收费制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当

下的盲目读研风。现在一些考生考研的目的就是

为了逃避找工作，或者盲目跟风，只以提升学历拿

文凭为目的，根本不考虑专业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

和能力倾向，导致有些招进来的研究生素质素养还

不如优秀的本科生。取消公费之后，需要自己承担

部分费用，学生就会考虑读研的机会成本，在专业

和学校的选择上也会更加理性——三年研究生读

完之后的就业市场往往和当初设想的理想境地有

差距，如果只是想拿文凭好就业，就极大地浪费了

时间和财力。另一方面，用完善的奖助学金政策取

代公费是好事，在任何阶段学生的学习都需要一定

的外在力量进行督促。这种激励制度，能减少学生

的惰性，增强学生科学研究和学术创造的积极性。

采取奖助学金的方式资助优秀研究生学费和生活

费能造就一种竞争氛围，有利于人才的选拔和培

养。考取研究生只是奋战的开始，国家这样的培养

机制会使培养出来研究生能力增强很多。

“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学生都适合更进一步的

学术上的深造。从个人成长来说，如果自身并没有更

高层次的学术追求，那么走上工作岗位对社会经验的

磨砺和人生历练的增加比象牙塔内的浑浑噩噩有价

值得多。本科毕业之后是否继续深造要结合个人兴

趣和自身条件考虑，不能盲目选择。”赵存菊建议。

设置学费上限，每月确保基本补助金，最终能拿

多少钱取决于自己的学习成绩和科研成果，这实际上

与“多劳多得，兼顾公平”的社会分配原则不谋而合。

赵存菊说：“研究生教育全面收费是一项深层次的改

革，是为了促进研究生教育机制的变革，其实质是体

制创新，创建长远的激励机制，提升研究生培养质

量。高校自身改革的总趋势是由自费转为奖学金，以

鼓励研究生为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专家观点——
“遏制当下的盲目读研风，提高学生积极性”

科技日报讯 （记者林莉君）7 月 22 日，由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

主办，中国农业大学承办的“第七届两岸三地食品安

全与人类健康研讨会暨博士生论坛”在京落下帷幕。

据组委会工作人员介绍，本次研讨会规模达

800 人，是国内少有的科技交流盛会。其中台湾中

兴大学、台湾元培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理

工大学等派代表近 200 人参会。大陆方面有中国农

业大学、江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

本次活动主题为“食品营养、安全与人类健康”。大

会同期还召开了“全国食品安全与人类健康产业联盟成

立”第一次筹备会议，主要内容包括产业联盟建设方案

征求意见、商讨设立联盟秘书处等。

业内专家表示，论坛的召开将有利于两岸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拓展交流渠道，有利于宣传大陆改革开放

以来在经济、社会、教育和科技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

800多名专家学者在农大交流“食品安全与人类健康”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铁铮 孟祥刚）近日，北京林

业大学新增加了一个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

地。至此，该校已有 3个此类基地跻身国家级行列。

据该校校长宋维明介绍，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

育基地是教育部“本科教学工程”的重要建设内容。

其建设旨在激励基地积极承担高校学生校外实践教

育任务，促进高校和行业、企事业单位联手，共同建立

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

新建的基地设在北京康洁家具有限公司。校

长宋维明在日前举行的揭牌仪式上指出，通过基

地建设，搭建互动共赢的平台。一方面，把基地建

设成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升实践动手能力的

教学实践和就业创业实践平台，学校教学、科研成

果孵化、转化的平台；另一方面，使基地成为企业

产品研发、人员素质提升、人才凝聚和选人用人的

平台。

北京林业大学新增国家级校外实践基地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刘蔚如）第二十五届国际信

息学奥林匹克竞赛（IOI2013）于 7 月 6 日至 13 日在澳

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来自 102个国家和地区的 299

名选手参加了本次比赛。

代表中国参赛的四名选手陈立杰（高三）、乔明达

（高二）、许昊然（高二）、王康宁（高三）取得历史最好成

绩。他们不仅斩获 4枚金牌，并历史性地包揽了金牌

前三，分别获得金牌榜的第一名（陈立杰）、第二名（乔

明达）、第三名（许昊然）和第十一名（王康宁）。

这四名选手均在去年的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

林匹克竞赛（NOI2012）中获得金牌并被清华大学

提前录取为保送生，其中陈立杰和王康宁将于今

年 8 月入学，乔明达和许昊然则将在明年夏天进入

清华园。

据介绍，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是代表国际中

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最高水平的赛事。近 12 年来，

我国共产生 36 位国际信息学奥赛金牌得主，其中 33

位都选择本科阶段就读于清华大学。

中国队获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历史最好成绩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沈林）“您好！欢迎参观江

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我是学生志愿者，请允许我将

学校情况为你们介绍……”这是在江西环境工程职业

学院，几位在校大学生在学校招生处进行社会实践体

验，接待来访考生及家长的情景。

据该校招生处负责人介绍，这些同学都是经过学

校公开招聘，并通过面试、各考核环节选拔出来的。

2013 年暑期共招募了百余名在校大学生协助学校开

展新生接待工作。

为了帮助成绩好、家庭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

业，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在校内为学生设立了图书

馆管理员、迎新专干等勤工俭学岗位。同学们既可以

集中精力学习，又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在这些岗位参加

社会实践活动，锻炼自己、提升自己。

江西环职院留校大学生：暑期校内忙实践

不得出台涉及“点招”录取及收费办法，深入开展

以防止“点招”为重点的招生专项治理……2013 年，教

育部有关通知严令禁止“点招”。

所谓“点招”，也称选择性招生，是对一些分数达

到最低控制线而又上不了学校投档线的考生点名录

取，享受普招学生的待遇。这个从未被认可的招生形

式，却从未绝迹。眼下正值各地高招如火如荼，记者

调查发现，严令之下“点招”不但没有禁行，反而潜行

得更加隐蔽，且收费更高。

分不够钱来凑 一个“点招”一百万

“江苏点招网”“求校教育”……网上热闹的“点

招”网站，让今年江苏省的招生新规有些尴尬，因为根

据《江苏省 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江苏

取消了选择性招生。

“见面谈好——身份信息验证——签订协议——

交订金——落实名额——学校交费——考试院录取

查询——没录取三天内全额退费”——这是“求校教

育”在网上“勾画”的“点招”基本流程图。

这一网页上同时有一份“2013 年江苏省高考点招

高校目录”，列明各高校录取批次和“点招”名额，并且留

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说明：“点招名额一般为学校本年度

招生计划的5％，今年只有1％的计划，所以你懂的。”

记者通过网页上的联系方式与一位陈老师联系获

知，“点招”学校须是考生志愿填报的学校，收费因校而

异。就记者提出的南京某高校，他开出了100万元。

知情人士透露，这些“中介”中有一部分是纯骗钱

的，但有一部分是确实能起作用的，他们一般都与高

校或多或少有些关系，或是在学校工作过，或是认识

学校有关负责人等。

“点招”中介开出的价格在记者随后的采访中得

到了证实。南京某本科院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

“点招”指标大大下降，只有去年的五分之一，但价格

也上涨了 5倍，去年一个“点招”指标二三十万，今年起

码要 100万元。

记者调查还发现，在一些地方，“点招”名义上已

关上大门，却打开了另一窗。

“‘点招’的说法已经过时，现在艺术类招生和自主

招生是比较通行的做法。”山东一名学生家长告诉记者。

艺术类招生的“空子”较大，一是“校考”时有关系

的家长会跟考官联系，保证孩子的分数不会太低；二

是艺术类招生是招生学校单独划线，“基本是学校想

要谁就是谁了，不过费用不低，光打通关系就得 10 万

元以上。”这位家长说。

某高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学校每年“点招”收费

都在 1000万以上，已经成为教师福利和学校发展经费

的重要来源。

“点招”涉多方利益 严令难挡权与钱

点招涉及多方利益，已经形成学校、家长、中介等

一条利益链条。

“点招指标是个烫手山芋，僧多粥少，学校很多时

候身不由己。”南京某高校副校长说，“干扰因素主要

有两点，一是权，二是钱。”

山东某高校负责人说：“如果主管学校的领导给

校领导来个条子，你说办不办？学校不得不办，这就

只能从自主招生的路子走。”

除领导外，“点招”指标还可以分配给“校董”或者“关

系户”。近年来，为了筹措办学资金，全国有100多所高

校成立了董事会。在一些高校，捐赠数十或数百万元给

高校便可成为校董，也就可以获得相应的点招指标。

此外，“点招”的另一获益者是高校教职工子女。

普通高校教职工子女报考父母所在学校，且上了该校

所在录取批次的最低控制线，可照顾录取。这样的

“内部优惠”在全国高校中普遍存在。

北京某高校的自主招生中，学校子弟享受加分就

比普通自主招生考生要高一二十分，且不受专业限制。

“暴晒”招考信息 消除高招“污点”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高校可以在预留 1％计划的

同时，为自主招生、保送生、特长生以及部分高校的艺

术类招生预留一定比例的招生计划，这些计划在录取

时可以根据生源情况调剂使用。

教育部今年 5 月下发的《关于做好 2013 年普通高

校招生考试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中明确，对于违规

降分录取的“点招”行为一律立案查处，对于违规录取

的学生，责成主管部门不得注册学籍。

山东某高校负责人表示，“点招”现在打得严，这

个口子基本上关闭了，但是那些有能量但孩子学习不

好的人，总要上大学，自主招生就成了新的通道。“从

一定意义上讲，自主招生政策把点招合法化了。”

江苏省教科院张扬生研究员认为，“点招”如同毒

瘤，需要猛药医治，而首要的医方就是信息公开，比如

对预留计划招入的学生情况应全部予以公示，并且阐

述招生的依据和理由。这不仅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在

政策法规中加以明确，更需要各地进一步加强高招的

透明度和网络化，把高招的公平之网织得更紧一些，

更密一些，让这一交易没有操作的空间和时间。

（据新华社）

禁令下“点招”潜行

招“才”还是招“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