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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例公平是研究生入学机会公平的价值尺度。我国研究生入学机会在人口的区域分布、城乡分布、

阶层分布和性别分布方面的差异集中反映了研究生入学机会的不公平。研究生入学机会比例不公平的形成

原因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制度原因和文化原因等。实现研究生入学机会的比例公平，需要政府、社会、

高校广泛参与，并从政策、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加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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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 入 学 机 会 的 比 例 公 平 是 指 按 人 口 的 地

区、城乡、性别、阶层分布而相应地分布研究生入学

机会，而不考虑个人出生背景。研究生教育的层次

分为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高校的层次主要分

为一般普通本科院校、省属重点大学和部属重点大

学。如果不同背景的学生在硕、博士生中的构成比

例具有平等性，在不同层次高校中的比例具有均衡

性，研究生入学机会就是公平的。反之，就是研究生

入学机会不公平。机会公平是研究生教育公平的起

点。保障每个公民公平地获得研究生入学机会，既

是实现研究生教育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第一道门

槛，也是改变已有不公平的基石。

一、比例公平是研究生入学

机会公平的价值尺度

　　研究生入学机会公平实质上是一个权利、利益的

分配和再分配过程，它既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价值

判断。所谓社会事实，是指研究生入学机会在不同区

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分配现状；所谓

价值判断，是指不同利益相关者对这一分配现状的公

平合理性的评价。判断研究生入学机会公平的合理

性，一个基本的价值尺度就是比例公平，即按照不同

区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不同性别的人口的多少，
按相应的比例分配研究生入学机会。亚里士多德在

提出比例相等的公平观时指出，“公正就是比例，不公

正就是违反了比例，出现了多或少。”［１］只有坚持比例

公平，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依据研究生入学

机会公平的内涵，比例公平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
（一）区域分布平等

研究生入学机会的区域分布平等是指按不同省

区人口占总 人 口 的 比 例 相 应 地 分 配 研 究 生 入 学 机

会。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曾经指出，假设在一个足

够多的人口中，聪明人的比例应该是相同或相近的。
按照“二八定律”，在任何一个地区，聪明人都只是少

数，聪明 人 和 一 般 人 所 占 比 例 的 黄 金 分 配 应 该 是

２０％：８０％。体现在研究生入学机会上，那些少数有

学术潜力的聪明人应该均衡地分布在不同地区。如

果研究生招生政策是公平的，就应该承认在各省、各
地区中聪明学生的比例是相同或相近的，并按人口

的地区分布均衡地分配入学机会，这是研究生入学

机会公平的基础。
（二）城乡分布均衡

研究生入学机会的城乡分布均衡是指按城乡人



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应地分配研究生入学机会。我

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把许多农村

学生阻隔在研究生教育的围墙之外。心理学的研究

成果发现，其实农村学生的发展潜力并不亚于城市

学生。钱含芬对安徽省８３２６名中小学生心理素质

进行测试后发现，山区县镇和乡村中小学生的智力

素质高于全国城市中小学生平均水平，县镇中小学

生平均ＩＱ为１０６．８３，高出全国城市儿童常模０．４１
个标准差。［２］因此，推进研究生教育公平，就 要 把 城

市与乡村视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公平对待，使城

乡学生在入学机会的获得上实现公平，让农村学生

享受到与城镇学生同样的文明和实惠。
（三）阶层分布合理

研究生入学机会的阶层分布合理等是指按社会

各阶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应地分配研究生入学

机 会。美 国 著 名 学 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Ｊ．Ｈｅｒｒｎｓｔｅｉｎ 和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ｕｒｒａｙ在１９９４年 出 版 的 关 于 智 商 研 究 的

名著《钟曲线：美国生活中的智商和阶级结构》中得

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智商和经济背景社会阶层没有

关系；智商在人口中的分布一直是固定的。这就告

诉我们，只有按比例从不同阶层的社会人群中招生，
才能真正招到那些具有创造潜能的学生。更为重要

的是，在超越了身份制、等级制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中，保障不同阶层的社会成员公平地享有接受研究

生教育的权利，不仅是对平民基本教育权利的捍卫，
也是现代社会普世的基础价值。

（四）性别分布协调

研究生入学机会的性别分布协调是指按男性和

女性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应地分配研究生入学机会。
瑞文智力测试（Ｒａｖｅｎ　Ｔｅｓｔ）表 明，男 性 和 女 性 在 智

力发达程度上并无明显差异；男性和女性只是在智

力发达方式上存在区别，男性抽象思维能力较强，女

性形象思维能力较发达。［３］男性和女性在智力上的

同等表现告诉我们，比例相等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研究生入学机会公平的现状，尽管这种意义上的对

等并非研究生入学机会公平的充分条件，但它却是

研究生教育公平的必要条件。

二、研究生入学机会比例不公平的四维表现

我国研究生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始终处于互动

之中。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均、
社会分化的日益加剧以及男女性别受重视的程度不

同，使不同地区、不同居住环境、不同阶层和不同性别

的考生在获得研究生教育机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形
成了研究生入学机会按人口比例分配不公平的格局。

（一）区域分布存在差异

按地域分类指标，可以将我国３１个省、直辖市、
自治区划分为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

地区、华南地区、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从人口指标

和研究生教育高校数量两个指标来判定，不同地区人

口分布与研究生教育高校数量的比例差异集中反映

了研究生入学机会不公平的现象。从表１、表２可以

看出，２０１１年，我国总人口数为１３３９７２万，研究生教

育高校数量为４７０所，但人口分布与研究生教育高校

分布不对称。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省区不仅人口

数量相对较少，而且研究生教育高校数量众多，因而

人口与研究生教育高校数量之比就小，北京为４１．７
∶１，天津为７１．９∶１，上海为１０９．６∶１，辽 宁 为１３２．６
∶１，研究生入学机会的竞争就小。而山东、河北、河

南、海南、广西、四川等省区人口数量多，但研究生教

育高校数量少，因而人口与研究生教育高校数量之

比就大，山东为４５６．１∶１，河北为４４９．１∶１，河南为

４４７．１∶１，海南为４３３．５∶１，广西为４１８．５∶１，

表１　２０１１年大陆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和现役军人人口分布 单位：万人　　

华北地区 东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南地区 华中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省份 人口 省份 人口 省份 人口 省份 人口 省份 人口 省份 人口 省份 人口

北京 １９６１ 辽宁 ４３７５ 上海 ２３０２ 广东 １０４３０ 河南 ９４０２ 重庆 ２８８５ 陕西 ３７３３
天津 １２９４ 吉林 ２７４６ 江苏 ７８６６ 广西 ４６０３ 湖北 ５７２４ 四川 ８０４２ 甘肃 ２５５８
河北 ７１８５ 黑龙江 ３８３１ 浙江 ５４４３ 海南 ８６７ 湖南 ６５６８ 贵州 ３４７５ 青海 ５６３
山西 ３５７１ 安徽 ５９５０ 云南 ４５９７ 宁夏 ６３０

内蒙古 ２４７１ 福建 ３６８９ 西藏 ３００ 新疆 ２１８１
江西 ４４５７
山东 ９５７９

合计 １３３９７２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２０１１／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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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全国研究生教育高校按地区分布情况 单位：所　　

华北地区 东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南地区 华中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省份 高校数量 省份 高校数量 省份 高校数量 省份 高校数量 省份 高校数量 省份 高校数量 省份 高校数量

北京 ４７ 辽宁 ３３ 上海 ２１ 广东 ２３ 河南 １５ 重庆 １１ 陕西 ２４
天津 １８ 吉林 １５ 江苏 ２８ 广西 １１ 湖北 ２２ 四川 ２０ 甘肃 ９
河北 １６ 黑龙江 １７ 浙江 １０ 海南 ２ 湖南 １２ 贵州 ７ 青海 ３
山西 ８ 安徽 １６ 云南 １１ 宁夏 ３

内蒙古 ８ 福建 ９ 西藏 ３ 新疆 ９
江西 １２
山东 ２７

合计 ４７０

　　资料来源：《中国研究生教育评价报告》（２０１１～２０１２）ｈｔｔｐ：／／ｋａｏｙａｎ．ｅｏｌ．ｃｎ／ｈｔｍｌ／ｋｙ／ｐａｉｈａｎｇ／２０１１．ｓｈｔｍｌ

四川为４０２．１∶１，研究生入学机会的竞争非常激烈。
这种分析表明，在政治、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省区，
考生获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更多；反之，考生获得研

究生教育的机会就少。
（二）城乡分布不够均衡

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展的过程中，我国

研究生招生人数从１９９５年的５１０５３人上升到２０１０
年的５３８１７７人，１５年 间 增 长 了１０．５倍，城 乡 考 生

均获得了更多的研究生教育机会，但城市考生比乡

村考生 获 得 了 更 多 机 会。从 图１可 以 看 出，２００３
年，我国城乡学生在研究生入学机会获得方面存在

较大差异，城市学生获得了更多的份额，其中来自大

城 市 的 学 生 占 ２６．３０％，来 自 中 等 城 市 的 占

２３．９０％，来自县 级 市 的 占２３．６０％，三 者 之 和 高 达

７３．８０％；而来自集镇的研究生仅占９．２０％，来自农

村的研究生 仅 占１７．００％，二 者 之 和 只 达２６．２０％；
城市研究生 所 占 比 例 比 乡 村 研 究 生 所 占 比 例 高 出

４７．６个百分点。然而，表３显示的城乡人口分布状

况与研究生入学机会存在很大的反差。２００３年，我

国总人口为１２９２２７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５２３７６万

人，只 占 ４０．５３％，乡 村 人 口 为 ７６８５１ 万 人，占

５９．４７％。城乡人口分布比例与城乡学生研究生入学

机会的不对等，反映了城乡学生获得研究生入学机会

的不公平性，即占人口比例多数的乡村学生只获得了

很少的研究生入学机会，而占人口比例少数的城市学

生却获得了更多的研究生入学机会。近１０年来，尽
管我国城乡人口的比例在不断拉平，２０１０年城乡人

口所占比例分别为４９．９５％和５０．０５％（见表３），但研

究生入学机会的城乡分布并没有因此而发生根本性

的改观。北京大学的杜桂英于２００９年６月对东、中、
西部地区１４个省份２８所高校的调查显示，城镇学生

依然是研究生群体的主要成份，占６８．５％，农村学生

则成为弱势群体，仅占３１．５％（见表４），表明研究生

入学机会的城乡差异依然较大。

图１　城乡学生在研究生层次的分布差异

资料来源：赵海利．高等教育公共政策［Ｍ］．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８２

表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我国城乡人口分布情况

年份
总人口

（年末）
城镇 乡村

人口数 比重（％） 人口数 比重（％）

２００１　１２７６２７　４８０６４　 ３７．６６　 ７９５６３　 ６２．３４
２００２　１２８４５３　５０２１２　 ３９．０９　 ７８２４１　 ６０．９１
２００３　１２９２２７　５２３７６　 ４０．５３　 ７６８５１　 ５９．４７
２００４　１２９９８８　５４２８３　 ４１．７６　 ７５７０５　 ５８．２４
２００５　１３０７５６　５６２１２　 ４２．９９　 ７４５４４　 ５７．０１
２００６　１３１４４８　５８２８８　 ４４．３４　 ７３１６０　 ５５．６６
２００７　１３２１２９　６０６３３　 ４５．８９　 ７１４９６　 ５４．１１
２００８　１３２８０２　６２４０３　 ４６．９９　 ７０３９９　 ５３．０１
２００９　１３３４５０　６４５１２　 ４８．３４　 ６８９３８　 ５１．６６
２０１０　１３４０９１　６６９７８　 ４９．９５　 ６７１１３　 ５０．０５

　　资 料 来 源：中 国 统 计 年 鉴２００２～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２０１１／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

表４　２００９年毕业研究生家庭所在地差异状况

样本数（人） 百分比

城镇 １３３０　 ６８．５％
农村 ６１２　 ３１．５％
合计 １９４２　 １００％

　　资料来源：杜桂英．家 庭 背 景 对 我 国 高 等 教 育 入 学 机 会

的影响———基于２００９年高校毕业生的调研报告［Ｊ］．国家教

育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０（１０）：７８－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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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层分布缺乏合理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社会阶层结构

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表５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和城

市的阶层结构都存在很大的差异，阶层的分布呈金

字塔型，顶部陡峭，中间狭小，底部庞大。在顶部，位
居优势阶层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在农村

和城市仅占０．３７％和１．６７％；在 中 部，处 于 中 间 阶

层的私营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

户，在农 村 和 城 市 分 别 占９．２６％和３３．７２％；在 底

部，居于弱势阶层的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

劳动者、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在农村和城市分别占

９０．３７％和６４．６１％（见表５）。我国社会阶层的结构

化 特征导致了研究生入学机会方面的巨大差异，拥

表５　２００５年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

以地位为依据

的阶层划分

以职业为依据

的阶层划分

农村各阶层

所占比例

城市各阶层

所占比例

优势阶层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 ０．２３％ ０．７１％

经理人员 ０．１４％ ０．９６％

中间阶层

私营业主 ０．２９％ ０．８４％
专业技术人员 ３．５５％ １０．９２％

办事人员 ０．９２％ ８．６６％
个体工商户 ４．５０％ １３．３０％

弱势阶层

商业服务人员 ２．１６％ １３．１３％
产业工人 ８．１６％ １９．７２％

农业劳动者 ７６．５９％ １９．７３％
无业、失业、
半失业人员

３．４４％ １２．０４％

合计 １００％ １００％

　　说明：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５年 全 国 按１％进 行 抽 样 调 查，其

中农村Ｎ＝８４８６１０，城市Ｎ＝６５６００５。

数据来源：李培林．中 国 改 革 以 来 阶 级 阶 层 结 构 的 变 化

［Ｊ］．黑龙江社会科学，２０１１（０１）：５３－６２

有更多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优势阶层子

女在获得研究生入学机会上占有绝对优势，而弱势阶

层子女则处于非常明显的劣势。从表６看出，干部、
知识分子的子女在硕士生中占４１．６％，分别比农民、
工人及其他阶层子女所占比例高出１６．８、３２．２、１７．４
个百 分 点；干 部、知 识 分 子 的 子 女 在 博 士 生 中 占

４１．３％，分别比农民、工人及其他阶层子女所占比例

高出１５．０、２７．０、１３．２个百分点。对比分析可以发现

这样的比例反差：占总人口少数的优势阶层，其子女

获得了多数的研究生入学机会；而占总人口多数的弱

势阶层，其子女获得了少数的研究生入学机会。
表６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级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的阶层结构

研究生层次

研究生所属社会阶层

农民 工人
干部、

知识分子

其他

阶层

合计

硕士研究生 ２４．８％ ９．４％ ４１．６％ ２４．２％ １００％
博士研究生 ２６．３％ １４．３％ ４１．３％ １８．１％ １００％

　　资料来源：杨东平．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Ｍ］．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２３０

（四）性别分布比例失调

将男女性公民的研究生入学机会和人口的性别

比例联系起来，可以直观地反映出研究生入学机会

在性别上的公平程度。从表７可以看出，我国男性

公民和 女 性 公 民 所 占 的 比 例 并 不 存 在 很 大 差 异，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间，男女性别差异基本上保持在２％
～４％之间。但男性公民和女性公民在研究生入学

机会的获得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２００８年以前，男

女研究生的性别比例差超过了１０％。２００８年以后，
男女研究生入学机会的性别比例差在总体上不断缩

小，男女研究生入学机会的不公平性转化为深层次

表７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全国男女研究生入学机会差异

年份

全国男女人口数量及比例

男 女

人口数
（万）

所占

比例

人口数
（万）

所占

比例

男女

性别

比例差

男女硕、博士研究生招生数及所占比例

招生数
（人）

男生

所占比例

女生

所占比例

男女研究生入

学机会比例差

２００４　 ６６９７６　 ５２％ ６３０１２　 ４８％ ４％ ３２６２８６　 ５８．４％ ４１．６％ １６．８％
２００５　 ６７３７５　 ５２％ ６３３８１　 ４８％ ４％ ３６４８３１　 ５７．６％ ４３．４％ １４．２％
２００６　 ６７７２８　 ５２％ ６３７２０　 ４８％ ４％ ３９７９２５　 ５６．０％ ４４．０％ １２．０％
２００７　 ６８０４８　 ５２％ ６４０８１　 ４８％ ４％ ４１８６１２　 ５５．３％ ４４．７％ １０．６％
２００８　 ６８３５７　 ５１％ ６４４４５　 ４９％ ２％ ４４６４２２　 ５４．３％ ４５．７％ ９．６％
２００９　 ６８６４７　 ５１％ ６４８０３　 ４９％ ２％ ５１０９５３　 ５３．０％ ４７．０％ ６．０％
２０１０　 ６８７４８　 ５１％ ６５３４３　 ４９％ ２％ ５３８１７７　 ５２．１％ ４７．９％ ４．２％

　　资料来源：①中国统计年 鉴２００５～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２００５－２０１１／ｉｎｄｅｘｃｈ．ｈｔｍ；②中

国教育统计年鉴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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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体现为男性和女性在进入不同层次高校、获
得不同层次研究生教育方面的差异。从表８可以看

出，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 间，我 国 博 士 研 究 生 的 招 生 总 数

在不断增长，女性获得读博的机会也在增长，但男女

性公民在获得博士研究生入学机会方面仍然存在很

大差异，男性比女性所占的比例分别高３７．２、３４．８、

３２．２、３１．８、３０．６、３０．２、２９．０个百分点。这表明，研

究生教育的层次越高，女性获得的入学机会越少，研
究生入学机会的性别比例差异越严重。表９是厦门

大学教育研究院谢作栩教授对五所部属重点高校博

士生的性别比例所作的调查，数据显示，男性博士研

究生所占 的 比 例 高 达６４％，女 性 博 士 研 究 生 仅 占

３６％，这同样揭示了研究生入学机会不公平的深层

次问题，即高校的层次越高，女性获得的入学机会越

少，研究生入学机会的性别比例差异越明显。
表８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全国博士研究生招生数及男女比例分布

年份

博士研究生

招生总数
（人）

男生

所占比例

女生

所占比例

男女博士

研究生入学

机会比例差

２００４　 ５３２８４　 ６８．６％ ３１．４％ ３７．２％
２００５　 ５４７９４　 ６７．４％ ３２．６％ ３４．８％
２００６　 ５５９５５　 ６６．１％ ３３．９％ ３２．２％
２００７　 ５８０２２　 ６５．９％ ３４．１％ ３１．８％
２００８　 ５９７６４　 ６５．３％ ３４．７％ ３０．６％
２００９　 ６１９１１　 ６５．１％ ３４．９％ ３０．２％
２０１０　 ６３７６２　 ６４．５％ ３５．５％ ２９．０％

　　资 料 来 源：中 国 统 计 年 鉴２００５～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ｎｄｓｊ／ｙｂ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表９　五所部属重点高校博士生入学机会的性别差异

性别 样本数（人） 百分比

男 １０１４　 ６４．０％
女 ５７１　 ３６．０％

合计 １５８５　 １００％

　　数 据 来 源：中 国 高 等 教 育 研 究 数 据 库（ｈｔｔｐ：／／ｗｗｗ．

ｈｅｄｂ．ｘｍｕ．ｅｄｕ．ｃｎ

三、研究生入学机会比例不公平的归因分析

形成研究生入学机会比例不公平的原因往往有

多种，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制度原因和文化原因

等，每种原因从不同侧面影响研究生入学机会的比例

公平。通过有效预防其中任何一种必要原因，也就可

以防止研究生入学机会按人口比例呈现出的不公平

状态或减小研究生入学机会比例不公平的程度。

（一）政治体系变革使教育资源区域性不均

按政治需要配置高等教育资源是研究生入学机

会地区比例分布差异的直接原因。历史上，当我国

政治体系发生深刻变革时，必然需要一种教育体系

与之相适应。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进行的大规模高

校布局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政权的需要。在这次调整过程中，由于我国实行政府

主导下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行政区划上已形成了华

北、东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和西北行政区，因此

高校也主要按大行政区进行调整，并集中于各行政区

领导机关所在地，于是在全国几大主要城市就形成了

各行政区的高等教育中心，如北京、上海、天津、武汉。
这些地区不仅研究生教育高校数量众多，而且是部属

重点大学的集中地，他们大量招收本地区、本校毕业

生。而那些地处非行政区划中心的山东、河北、河南、
海南、广西、四川等省区，尽管其人口基数很大，但研

究生教育高校数量相对较少，特别是部属重点大学却

相对不足，造成了研究生入学机会的比例失调。
（二）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差距日趋严重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是研究生入学机

会城乡比例分布差异的间接原因。我国长期实行城

乡二元分割的经济制度，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国家推行的仍然是一种“农业哺育工业和农

村支援城市”的发展战略，种种制度安排明显地“偏

袒城市”和“偏袒城市人”，“社会等级关系与市场经济

本身有不断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而国家执行扶

强扶优的政策，使国家宏观调控烫平城乡差距的政策

发生错位与缺位，加快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４］家

庭经济收入的差异影响到学生读研究生的意愿，那些

处于高收入水平的“城市人”，不必为高昂的研究生教

育费用发愁；而那些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农民和农村的

学生，却成了研究生教育的不幸者，他们中有的人因

经济原因失去了读研究生的机会，有的人则因经济原

因失去读重点大学研究生的机会。因此，在研究生群

体中，农村子女所占的比例偏低；而在部属重点大学

的研究生群体中，农村子女所占的比例更低。
（三）官僚特权制度下的优势阶层掌握特权

官僚特权制度的衍生是研究生入学机会阶层分

布比例差异的深层原因。特权阶层是趁着我国教育

改革的间隙而成长起来的特殊群体，从根本上来说，
它是教育体制的保守性和僵滞性的必然产物。在研

究 生 教 育 中，特 权 的 直 接 表 现 是 研 究 生 教 育 机

会———这一准公 共 产 品 的 非 公 共 支 配 和 研 究 生 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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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这一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特权之所以会

发生，是因为在高度分层的制度体系中，研究生教育

机会掌握在教育官员手中，他们决定着谁有特权享

有这种机会，这也是部分教育官员滋生寻租机会的

条件。教育寻租机会的存在，使那些拥有更多经济

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优势阶层，得以大肆进

行教育出租。因此，高校每年在招生时，都会收到大

量的“条子生”、“票子生”、“关系生”。［５］也因此，优势

特权阶层的子女有机会读研究生，而弱势无权阶层

的子女则没有；优势特权阶层的子女有机会读部属

重点大学的研究生，而弱势无权阶层的子女则没有。
（四）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忽视女性权利

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文化专断是研究生入学机会

性别比例差异的根本原因。根据法国社会学家皮埃

尔·布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ｄｉｅｕ）提出的“文化专断”的

观点，获得了享用研究生教育文化的权力，就获得了

这种文化的专断。如果不同性别的考生公平地获得

了研究生教育的权力，他们就公平地获得了研究生

教育文化专断，从而公平地享受着研究生教育文化

再生产的成果。然而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女性一直

受到歧视，生活在宗法淫威的底层，虽然近年来女性

主义意识在不断发展，但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意识仍

然潜在与固化，并使研究生教育在性别社会化中起

到不公平的作用，限制了女性公平地获得研究生教

育的机会。现在的研究生招生往往是以男性对女性

的专断为基础的，从而把女性和男性引向两个分离

而不平等的高等教育世界，因而在研究生入学机会

的获得上，“越 到 教 育 的 高 层 次，女 性 越 少，男 性 越

多，如清华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在校

女生比例分别为：２８．０９％、２６．６９％、２０．９１％。”［６］

四、研究生入学机会比例公平的实现途径

入学机会公平是实现研究生教育过程公平和结

果公平的基础。不断缩小地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

之间、性别之间研究生入学机会方面的比例差异，就
是伦理地考虑那些社会中最不幸的人的公平机会，
但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高校广泛参

与，从政策、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加以保障。
（一）打破政治壁垒，促进研究生入学机会的区

域分布平等

区域协调发展是政治稳定的前提，也是高等教

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富有创造性地谋划好我

国研究生入学机会在国土空间上的合理分布，打破

政治上的地方保护主义，主动引导研究生入学机会

与人口的地理分布相适应，协调好地域空间有限性

与需求无限性的矛盾，既是扩大研究生选材面的需

要，也是遵循智力分布规律的需要。从国家层面而

言，最主要的是对贫困地区或不发达地区研究生教

育的发展实施补偿或倾斜政策，如增加研究生招生

指标，使研究生入学机会的区域分布比例趋向均衡。
从高校层面而言，首先是部属重点大学要改变偏袒

本校和本地毕业生的做法，减小本校推免生的比例，
拿出一部分指标投向高等教育不发达省区；其次，对
于非重点高校毕业的学生，只要他们达到相应的推

免条件，也应当可以免试进入部属重点大学。
（二）发展农村经济，实现研究生入学机会的城

乡分布均衡

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把城乡学生阻隔在“两个

高等教育世界”，研究生教育的大门只向城市学生敞

开而不向乡村学生敞开。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学生

研究生入学机会不公平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通过经

济发展为农 村 学 生 提 供 更 好 的 教 育 环 境 和 教 育 条

件，并促进其拥有较为宽裕的经济条件而获得与城

市学生公平竞争的机会，这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

必由之路。国家要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始终把它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不仅要加

大对农业、农村的投入力度，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

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新

格局，更要加 大 支 农 惠 农 政 策 执 行 力 度，在 保 护 耕

地、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等方

面取得实际成效，使农民的收入水平真正不断提高。
（三）致力共同富裕，推动研究生入学机会的阶

层分布合理

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条件下，不同阶层的学生

要按比例公平地获得研究生教育的机会，一个基本

的条件就是 他 们 必 须 具 备 承 担 相 同 教 育 代 价 的 能

力。这就是说，弱势阶层子女要与优势阶层子女在

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就必须实现共同富裕。共同

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终极目标，是社会主

义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但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

的实践过程。共同富裕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

产力，消除两极分化，使不同阶层子女在研究生入学

机会的竞争中有公平的资本。在各阶层收入水平大

相径庭的情形下，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途径是深化收

入分配制度改革，着力增加不同阶层居民的收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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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

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

障机制，使弱势阶层群众拥有更多财产性收入。
（四）消除性别歧视，促进研究生入学机会的性

别分布公平

时下，我国 正 在 从 传 统 社 会 向 现 代 社 会 转 型，
“社会转型 解 放 了 人 们 的 思 想，人 们 开 始 追 求 富 裕

的、丰富多彩的未来生活，从而引发了教育目标的冲

突”。［７］当代女性越来越认识到教育与美好生活的必

然联系，她们开始追求研究生教育，希望藉此实现男

女地位的平等。在人类理想所追求的各种平等中，
性别平等是最本质的平等，而教育机会是消除性别

歧视、实现性别平等的“最伟大的工具”，政府、社会

和学校都负有维护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性别平等的职

能。［８］就政府而言，应当将性别平等目标纳入研究生

教育政策目标，致力构建消除性别差异的入学保障

机制；就社会而言，要在提高女性权利、在政府和高

校的招生行为方面发挥舆论监督和影响作用；就高

校而言，要坚持唯才是举的研究生招生理念，从根本

消除性别隔离与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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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

暨《研究生教育研究》编辑委员会工作会议在中国科大召开

４月２６日，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第四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工作会议暨《研究生教育研究》编辑委员会工作会议在

中国科大召开。会议主要对２０１３年学会启动的重大重点研究课题进行立项评审；讨论今后３～５年学会工作计划和工作目

标；研讨学会会刊《研究生教育研究》杂志的质量提升与创新发展等。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长、原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

长孙也刚，国务院学位办综合处处长卢晓斌，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主任助理赵瑜，中国科大副校长张淑林等领

导以及二十多位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陈子辰主持。赵沁平会长在致辞中代表学会对国务院学位

办、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各会员单位一直以来给予学会工作的大力支持与指导表示感谢，对近年来学会开展

的研究工作成果进行了总结，对本次学会启动的重大重点研究课题立项评审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孙也刚副司长介绍了我

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领域改革的最新动态，对学会开展研究生教育研究工作提出了几点希望与要求。出席会议的各位委员

围绕课题立项和杂志发展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 本刊编辑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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