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页 共 1页 

中国教育报/2013年/4月/3日/第 003版 
新闻评论 
 

缓解学位紧张不能靠遏制弱者教育需求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刘精明  
 

  诚如政策制定者明确表达的，“积分入学”决非纯粹的教育政策，它更主要的是为了选择目

前这个城市“最需要的人”，它只不过是众多城镇落户政策的附属物之一。 
  实行“积分入学”的城市面临的瓶颈是，资源供给总量不能满足因城市人口日益增多而产生

的需求。这样，设定“非我居民”的标准就是这些城市最为急切的政策目标。因为不仅是教育资

源，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等，一切城市资源都是有限的。 
  珠三角是我国流动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多数城市已经成为“新移民”城市。一块蛋糕，

原住民想多切点就排斥外来人，最有力的工具是制度盾牌——“户籍”。来得早、较成功地定居

下来的移民，或者是那些取得了城市合法身份的移民，想多切点，就得想办法排斥新来的移民。

他们运用的是市场能力，即财产权利——“住房”。最新进来的就需要相互竞争，优胜者自然是

功效稍次于财产权利的教育文凭的持有者。被排在优胜者后面的若还需要争夺，那就得靠技术甚

至体能比拼。 
  从父母的房产、居留时限，到父母的学历、职称，这样的学位分配标准与其说逾越了“户籍”

的藩篱，不如说是移民社会中基本的社会排斥逻辑的内在演进。 
  实际上，积分入学和积分入户一样，都是非稳态移民社会向秩序化社会演进道路上的“定型

胶”，是一件件建构新移民社会中等级秩序和阶层结构的合法外衣。我们看到的“积分入学”办

法中诸多与教育公平相悖的条款，其实都是在这个逻辑下是最自然、最顺理成章的事情。 
  教育不平等从来都是社会不平等的突出表达，二者因循赓续、互相助长。没有社会领域的平

等，就无法有真正的教育公平。今天的政策拂逆教育平等诉求，就有可能导致今后更大、更广泛

的社会不平等。 
  然而，我们也不能罔顾现实而空谈教育公平。有教无类是理想，有规划、有步骤推行才是实

现梦想的途径。 
  “积分入学”通过遏制弱者的教育需求来解决眼下的供需紧张问题，流露出大规模移民背景

下多数城市对未来教育负担的焦虑和恐惧。而它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和争议，主要是因为人

们没有看到这个城市后续的以教育公平为主旨的政策蓝图。 
  因此，我们首先要对城市未来的人口规模特别是移民规模、教育的需求规模和基础教育的投

资规模等，作出科学的预测，根据这些预测结果和既有教育基础条件来确定基础教育的财政预算。

其次，在城市内部继续加大力度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在学校层面上尽量减少教育不平等的

来源。再其次，如果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则应考虑建立以儿童能力为主、家长资格条件为辅的竞

争机制，从儿童心理上引导和弘扬“只有努力才会有成功”的社会精神，避免在移民后代中形成

仇官、仇富、“拼爹”、啃老等不良或依赖心理。同时，一定要建立弱者的保护机制，对那些长期

生活在本城市但又未能顺利纳入城市义务教育体系的儿童，应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建立与流出地

政府之间的协商、沟通机制，充分监管并保证每个儿童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