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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

关于高校“掐尖战”中的各种乱
象，每年都有太多报道，名校为争抢高
分考生，可谓使尽招数，以至于还有过

“高分考生家长坐地涨价”的报道。此番
重庆考生的遭遇提供了不同的视角，那
就是：对考生彻头彻尾的不负责任。高
校可能会给很多高分考生提供各种口头
承诺，甚至签署所谓确认书，但这更多
只是为了防止招不到高分考生而已；一
旦成功“诱惑”到更多高分考生报考，
那么之前的种种承诺，不但可能完全不
算数，考生甚至可能因此名落孙山。

据报道，在这起个案中，负责复旦
在当地招生的孙老师特别告诉阳阳，想
被复旦大学录取要做到三点：1.不要填
提前批；2.把复旦大学作为第一批第一
志愿填写；3.除了复旦大学之外，建议

任何学校都不要再填报。幸好，在阳阳
妈妈的提醒下，阳阳除了填复旦之外还
另填了一所学校，要是听取“任何学校
都不要再填报”的建议，那么阳阳只能
降档在下一批次参与录取。招生老师为
了招到更好生源如此不负责任的做法，
何止是误人子弟，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欺
诈。

试问，招生老师之前可曾告诉过考
生，这张确认书根本就是毫无法律效力
的废纸一张？明知是废纸一张，却煞有
介事地跟考生签，并且不负责任地建议
考生任何其他学校都不要再填报，这不
是赤裸裸的欺诈还能是什么？我一直以
为，某些高校为争抢高分考生使出的手
段，简直和某些令人生厌的推销员一
样：首先是夸自己，然后是损别人，接
着是各种利诱、欺骗。

今年，教育部曾专门下发通知，要

求不得以各种方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
或以“签订预录取协议”“新生高额奖学
金”“入校后重新选择专业”等方式恶性
抢夺生源。但呈现在公众面前的事实
是，几乎所有名校，几乎完全无视了教
育部的禁令，不负责任的“掐尖战”，甚
至上升到公开互撕的地步。对于由此给
像阳阳这样的考生带来的损害，相关高
校也未曾有过任何说法。为何会这样？
就因为，俨然已成惯例的高校“掐尖
战”，虽然是彻头彻尾的违规行为，却至
今未有任何高校因此受到过任何惩处。

签了也白签的招生确认书，本质上
就是一张迷惑考生诱骗考生的虚假合
同，这不仅是误人子弟，这简直就是违
法犯罪。除了不具实际惩戒效用的道德
层面的舆论炮轰，相关部门更应严肃追
究相关人士涉嫌欺诈考生的违法责任。

签也白签的招生确认书何止误人子弟

微言

@兔子小律：好奇怪，不填人大填
上财，去不了人大居然还怪复旦。即使
妹子觉得被复旦坑了，但不填上财填个
人大也不会那么遗憾吧，妹子应该是没
有弄清楚平行志愿的录取规定。

@社会主义一片大好：这个人就
是自作聪明结果弄巧成拙了，有什么好
说的。她要是不多报考一个，复旦就可
以把她的档案调走了。自己先不信任别
人的保证书，现在哭什么哭。。

@JAKOON：我觉得，复旦大学
要负责，一个高等学府，教书育人，竟
然为了招揽所谓的优秀学子，采用如此
卑鄙的手段“迫害学生”，既然自己不
会 100%录取人家，那么，为什么要签
协议？还规避风险，学生懂这些？更加
可气的是，为什么要求不要填写其他学
校？这是一个全国乃至世界有名的高等
学府做出来的事情？学生十几年上学容
易吗？

博议

孩子考学不容易
复旦大学要负责

正方

@风飞的浅草：其实如果只填复
旦，成为死档，复旦是可以调档录取
的；你档案被别的学校提走了，你叫
复旦怎么弄？

填了第二平行
才是问题关键

反方

@柚棋：：复旦没坑她，亲妈坑
了她。每个考生只能调档一次，复旦9
个 招 生 机 会 ， 那 它 最 多 只 能 调 到
110%，也就是10个考生。她正好第11
个调不出来。但是因为填了第二平
行，还没等复旦想其他办法调出她的
档案，就先被第二平行志愿调走了。
复旦跟她签了确认书，正常一定会想
方设法降分之类把她档案给调出来录
取她的。

有一说二

高考招生“备胎”现象何时休

签确认书未录取，
复旦不只是失信

郁慕湛

复旦这表现，把“十不准”当一回
事了吗？“确认书”成无效协议无疑一
个负和博弈，阳阳输掉了复旦，复旦输
掉了声誉。

对复旦，这只是一个小“事故”；对
阳阳，这是一个大“错误”。曾有中国
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等知名
高校的橄榄枝摆在面前，阳阳没有珍
惜，直至失之交臂，才追悔莫及。如果
机会再来一次，阳阳是否会对某大学
说：离我远点！对于阳阳，我只能说一
句：孩子，高校不过是人生的一张车
票，等你毕业踏入社会，没有人问你是
坐什么车来的。这事对学生、家长也
是一个教训，在高校招生越来越阳光、
越来越重视程序正义的当下，不要轻
信高校单方面的承诺。

言而无信、公然违规是复旦之
错。代表复旦的招生组与阳阳签署了

“确认书”，就要确保按“合同”办事，保
障她顺利入学，这是诚信底线。如果
说，这是一份没有法律保障的无效协
议，那么责任也在复旦身上。大学之
大，不是用来店大欺客，而是大胸怀、
大诚信。“确认书”成无效协议无疑一
个负和博弈，阳阳输掉了复旦，复旦输
掉了声誉。

殷鉴不远，“前科”在身。2011年
招生季，复旦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等
高校之间为争夺生源，在录取工作结
束前向考生签订“预录取协议”，由此
引发恶性竞争，影响极差。教育部于
2012年6月底出台了“十不准”，“严禁
高等学校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
式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签订‘预录
取协议’或以‘新生高额奖学金’、‘入
校后重新选择专业’等承诺吸引生
源”。今年，教育部也再次对此重申。
无论操作方式还是实质内容，“专家咨
询协议书”不过是“预录取协议”的2.0
版。就复旦这表现，把“十不准”当一
回事了吗？这“孩子”可真不听话。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人师
者之快事，可以理解也应该支持。但
我一直以为，高校招生还是要多点“无
为而治”。如果把学生比作流水，大学
是池子，只要你的池子够大、够深，水
就争着流入你的池子。大学延揽人
才，招生术是“末”，教学质量、学术地
位、学校声誉等这些才是“本”，不在教
学、学术上多下功夫，靠小伎俩与同行
竞争生源，无异于舍本逐末。上次“宣
传片事件”亦是如此，重形象、重包装
不说，还涉嫌抄袭，不但丢人还“丢
魂”——大学之魂。

复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
思”出自《论语》，后面还有几个字：“仁
在其中矣”。试问，言而无信、违规操
作，“仁在其中”否？

文峰

高考一结束，招生总会出些丑闻。
之前，北大和清华在微博上过招，相互
揭短，就引来过舆论围观。在那场围观
里，就有媒体顺势扒出了高考招生背后
的一系列问题。而今，重庆考生阳阳的
经历，又让复旦大学这样的知名学府被
聚焦。类似事件足以说明，招生闹剧的
主角绝不是一两所学校，它的问题可能
存在一个链条。

结合此次事件分析，有两个线索值
得我们注意。一方面，高校掐尖就好比
神仙斗法，会伤及无辜。从现实情况来
看，为了招生结果最优化，驻各地的高
校招生组一般都会主动作为。因为招生
工作存在竞争，一般而言，面对高分考
生，很多高校在夸完自己后，为了稳定人
心，最后还会加上一句“你被录取的希望
很大”。这个阶段的招生组就好比渔夫，
考生就好比鱼，渔夫想尽量不漏掉肥鱼，
他们会尽量把网撒大些。比如，某高校在
一个省的招生计划是20名，该校可能就
会按照以往在该省的录取排名，接触更多
在排名范围内的考生。然而，高分总是
相对的，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备胎”现
象，就会出现阳阳这样的案例。

另一方面，在我国，掐尖不仅是高
校行为，而且已被考生和家长潜意识所
接受。因为，我国每年都会出现高校排
名榜，排名靠前的名校具有天然的吸引
力。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
流，选学校就好比做买卖，很多考生和
家长都不想做赔本的买卖，都想让自己

的择校结果成为最优选择。加之，很多
考生对自己的未来尚未建立明晰的认知
坐标，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兴趣专业是什
么，所以目光更多地聚焦在大学的名气
上。如此，对于高校招生组的言语许
诺，他们会缺乏客观判断，易被招生组
的工作人员误导。

事实上，今年6月底，教育部就已下
发 《关于做好 2015 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
录取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规定，各高
校不得在录取工作结束前，以各种方式
向考生违规承诺录取或以“签订预录取
协议”“新生高额奖学金”“入校后重新
选择专业”等方式恶性抢夺生源。这一
通知无疑给高校在各地的招生组戴上了

“紧箍咒”。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
如果规矩刚性不足或者它的约束范围不
够，那就会出现打擦边球的现象。重庆
这个新闻就是一个很好的论据。据报
道，复旦大学招生组老师对阳阳承诺说

“录取概率很大”，并建议阳阳不填提前
批，把复旦大学作为第一批第一志愿填
写，除复旦大学外，任何学校都不填
报。这给阳阳造成一定会被录取的错
觉，而这样一来，平行志愿投档就不好
发挥制度善意。

可以说，这种高考招生“备胎”现
象已不是新闻。要解决个中问题，一来
需要教育部门制定更加细化、严格的规
制，加大对高校招生工作的监督；二
来，需要考生更加明晰自己的未来，建
立客观的自我认知坐标系，认识到兴趣
专业比大学招牌更重要，填报志愿时做
到不盲目追名逐热。

6月23日高考分数公布，671分的高分让
寒窗苦读十余年的阳阳开心不已。这个分数是
重庆江津区文科第一名。分数出来后，包括复
旦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纷纷打来电话，向她抛
出橄榄枝。27日，复旦大学招生组的老师给阳
阳打电话说，她的分数上复旦大学应该没有问
题。28日，阳阳和该校签署了一份“复旦大学
2015年专家组咨询确认书”。然而，最终阳阳
却未被复旦大学录取，也错失了被中国人民大
学录取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