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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社北京12月2日电（记者 孔祥鑫 凌军辉 周立权）

中国人民大学近日确认，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因涉嫌违法违纪
接受调查，教育学院执行院长胡娟也被免职协助调查。这一事件与“名
校”“招生”“被查”等关键词联系起来，引发了公众对高招问题的质疑。

自主招生沦为“点招”
补录多为“暗箱操作”
——从蔡荣生等人被查看高招“黑幕”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表示：“随着高校招生自主权越来越
大，腐败案件也时时爆出。内部指标
不被公开，制度空间缺乏监管，保送加
分‘暗箱操作’，行政权力介入招生且
难受制约，焉有不出问题之理？”

调查发现，当前高校自主招生
中，教育部门也要求做到公正公开，可
没明确公开到何种程度。以自主招生
为例，公示项目最多的省、市只包括7
项，考号、姓名、性别、科类等，这些信
息公众根本无从监督，而最关键的学
业成绩，笔试、面试评价等，反而不在
公示之列，操作的空间由此滋生。

“根除高校招生环节的‘黑幕’，
需‘猛药’医治，良方就是关键信息
要公开。”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
授殷飞表示，对高校赋予更多自主
权力的同时，更要对其相关环节进
行有效的监管。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
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
自主招生的运行机制。吉林省社会
科学院研究员周伟萍认为，这是教育
改革的大方向，有利于多元化的选
才。但“放权”的同时，如何防止贪腐
的发生，需要在操作中进一步规范。

专家开良方：考生关键信息要公开

高招腐败的本质是权力寻租。
记者调查发现，自主招生、破格补录
和调换专业日益成为高招腐败的三
大“重灾区”，养肥了一批教育贪官，
严重危害教育公平。

自主招生沦为“点招”通道。业
内人士指出，高校试点自主招生的初
衷是为了提高高校的招生自主权，让
少数考分不够但某一方面拔尖的专
才能够进入高校深造。但在政策具
体执行中，有的变异成为权力和金钱
交易的“点招”，成为一小部分特权群
体专享的优惠。

东部某院校工作人员坦承：“‘点
招’也是随行就市，由于今年点招指
标下降，一个名额已经由去年的二三
十万元涨到了100万元。”一位211高
校的负责人则坦言，对于主管领导来
的照顾某考生的“条子”，学校只能通
过自主招生的途径将其录取。尤其
是艺术及体育特长生领域的自主招
生主观因素影响较大，成为有门路但
成绩不好的考生入学的新通道。

补录环节多为“暗箱操作”。一
位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透露，每年高
考录取结束后，由于招生指标未完
成、被录取考生放弃等原因，一些高
校会通过补录完成招生计划。虽然
补录也有最低分数限制，但由于信息
不对称、监管不够严，成为权钱交易
的另一个“重灾区”。

需要补录“打点”的费用与学校
的知名度、专业选择挂钩。中国政法
大学教授方流芳指出，在一些学校，
破格和补录占招生人数的2%左右，
但是在学校最低分数线公布之后进
行的，没有公开申请程序，只能凭无
从得知的“标准”圈点录取对象。

调换专业衍生成花钱“买”好专
业。吉林省教育厅原副厅长于兴昌
的诸多受贿记录中，大部分皆与考试
录取、调整专业有关，其第一笔受贿
就来自于帮助一个学生调换专业收
取了1万元钱。业内人士透露，调换
专业早就涨价了，少则几万元，多则
10余万元。

调换专业衍生成花钱“买”好专业

对于蔡荣生等人接受调查的原
因，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中心负责人
并未透露具体细节，但早有媒体披
露，网上有举报材料反映蔡荣生利
用自主招生、提前录取等机会收受
贿赂。

在一些高校老师眼中，招生办是
高校的“肥缺”。2010年，吉林省教育
厅原副厅长、省政府教育督导团总督
学于兴昌在学生择校、考试录取、调
换专业方面为他人牟利，多次非法收
受或索取他人财物共计953万元，法
院最终判处其无期徒刑；2012年，辽
宁省招办两名干部因涉嫌收受巨额
贿赂，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几年前，
湖南省也爆出教育考试院监察处原

副处长谭博文等，将69名未上线考生
“弄进”大学，279万受贿金额中，大部
分为“点招”所得……

“过去曝光的涉及高校的腐败通
常是工程建设、科研基金等方面的案
件，但近年来高校招生成为职务犯罪
的高发区。”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反贪
局综合指导处处长王洪伟说。

“少数考生可通过自主招生录
取，部分考生可获得补录的名额，个
别人才有机会调换专业……”教育
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体制改革研究
室主任王烽认为，“高校拥有的‘小’
权力变成了某些人手中的‘大’特
权。有限的资源成为了滋生高招腐
败的‘阵地’。”

高招腐败频发，招生办成“肥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