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异地高考作为解决随迁人口子女升学问题的途径之一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对异地
高考问题的研究也很多，目前相关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现异地高考的原因、开放异地高考的意
义、存在的阻力和对策建议等方面，多着眼于国内，研究视角单一，重复研究多创新不足。 在以后的
研究中需要增加多学科视角相结合的研究，丰富理论研究的内容，着力于增强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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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grant� college� entrance� exam� is� one� of� the�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increase� of� migrant� population.� Many� reform� schemes� were� propesed,� and� these� schemes� be-
came� the� focus� of� social� attention.� The� research� on� the� migrant� college� entrance� exam� also� e-
merged� in� endlessly,�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meaning� of� open� the� offside� college� entrance�
exam,� the� resistanc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t,� and� the� causes� to� the� offside� college� entrance�
exam,� etc.� The� majority� of� researches� focused� on� domestic,� single� research� perspective,� many� re-
peated� research� and� lack� of� innovation� one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study� needs� to� in-
crease� the� research� of�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combined,� enrich� the� content�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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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高考是指在一定条件下， 户口在流出地、但
拥有流入地学籍的异地高中毕业生不受户口限制，在
学籍所在地报名参加高考和录取的一种考试方式。［1�］

高考作为我国人才选拔的途径之一，对促进社会公平

和人才流动意义重大， 然而现行户籍制度的限制、利
益主体间的冲突等阻碍了异地高考的顺利进程，异地
高考受到热议，对异地高考问题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
术研究的热点，相关方面的文章不断增多。本文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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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原则，选择24篇进行综述，以总结研究的成果，
发现研究的不足，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一、异地高考问题研究的概述

1.�分布情况
以“异地高考”为主题词，以2011年1月至2013年6

月为界进行高级检索，在中国知网上共搜到相关期刊
文章620篇， 其中2011年发表53篇，2012年共379篇，
2013年上半年188篇， 从文章的年限和数量分布可知，
社会对异地高考的研究越来越重视，相关文章数量呈
日益增加趋势；从研究实施的主体分析，博硕士对异
地高考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仅搜到1篇， 即张佳2012
年发表的《对“高考移民现象”的法律思考》，该群体的
研究相对缺乏，所占比例相对较小。

2.�研究视角
当前对异地高考问题的研究以单一视角为主，多

学科视角结合辅之。在所选的24篇文献中，以政策学
视角为主的占多数，其中包括熊丙奇、陈斌、伍宸和洪
成文等人的研究； 也有部分从社会学的视角展开论
述，如《异地高考的区域公平与考试公平》；也有从教
育社会学的视角构建异地高考研究的内容， 即蒋洪
池、梁燕和彭元珍共同研究的《我国实现“异地高考”
的阻力分析和消解策略》， 但多学科视角结合的研究
不多，且多以教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为主。

3.�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理论思辨居多，实证研究较少。24

篇基本都是审视异地高考出现的原因、分析存在的困
境和阻力、探索实现异地高考的对策的经验描述型文
章，如《异地高考政策：具体规则与利益博弈》就是经
验性总结的研究结果。通过实地考察、数据统计分析
的实证研究有限，部分文章采用调查法，借助数据剖
析我国异地高考的现状和困境，如高慧斌的《户籍改
革困境下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的思考》。

4.�研究思路
当前研究包括以下几种思路：一是直接从政策分

析入手寻找实现异地高考的对策，孙志远的《“异地高
考”前瞻:政策过程的视角》就遵循此思路；二是在描述
现状、 分析产生的原因和存在阻力的基础上提出对
策，是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思路，此类研究有《基于层次
分析理论的异地高考SWOT及政策设想研究》、《异地
高考：需要寻找改革新思路》；三是通过提问的形式层
层深入，探讨高考改革的困境，如欧金昌的《“有条件

的”异地高考》。

二、研究异地高考问题的内容

对异地高考研究的内容比较丰富，比较集中的是
对开放异地高考的意义研究、异地高考产生的原因探
析、实现异地高考的阻力分析和对策探索。

（一）开放异地高考的意义研究

1.�异地高考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实现公平化。区域
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教育资源地区分配不均衡和
地方保护主义破坏了区域公平，异地高考一定程度上
能使高等教育资源丰富地区的多余资源为资源匮乏
地区的考生享用，实现区域公平；同时防止高考政策
向本地考生倾斜，促进考试公平。李佳认为异地高考
具有重新阐释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重要意义，异地
高考不仅能防止地区歧视拉大区域间发展差距，而且
有利于招生时的择优录取，确保所有考生考分实际意
义比较的公平性。［2�］

2. 异地高考对缓解我国留守儿童问题价值重大。
异地高考有利于满足流动人口子女异地求学、升学的
诉求，保障随迁子女受教育的连续性，维护考生的平
等受教育权。陈斌在《异地高考的利益博弈、困境分析
与对策建议》中提到，异地高考是解决留守儿童成长
问题的重要手段， 为随迁子女就地高考提供便利，更
具人性。［3�］郭光明认为流动人口子女就地高考，可部分
缓解因家庭分离导致的留守少年问题，便利进城务工
家庭的生活和工作，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4�］

3.�异地高考可以模糊“高考高地”与“高考洼地”的
界限。异地高考将促使我国重新思考高校招生计划和
高考录取制度的适宜性，《异地高考中的区域公平与
考试公平》认为异地高考将打破地方政府将高考政策
向本地考生倾斜的不公平现象，促进录取指标和招生
录取名额的合理分配， 实现教育资源的平均化。［2�］伍
宸、洪成文提出开放异地高考能部分调节高等教育资
源的分布，缓解“高考洼地”现象，使异地考生获得更
多升学的机会。［5��］

（二）异地高考出现的原因研究

1.�区域间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是深层原因。
在优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 为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部
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考生向经济发达地区转移。侍伟民
指出异地考生纷纷涌向优质高校数量多、 招生规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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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报考考生较少的资源丰富地区。［6�］ 邓聿文强调输入
地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发达的经济现状是吸引广大考
生纷纷涌入的主要因素。［7�］

2.�不合理的高考制度是引发异地高考的重要政
策因素。高考政策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教育问题缺乏应
有的敏感性， 传统的分省制定高校招生计划的方法，
忽视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日益拉大的现实。翟月
玲认为过度的地方保护主义，使高校招生指标和入学
机会向院校所在地倾斜，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地区悬殊
和重点高校招生的本地化严重损害了高等教育欠发
达地区考生的教育公平权益，刺激了异地高考人数的
增加。［8�］

3.�地区间人口流动频繁和人际交往规模的扩大是
导致异地高考出现的现实原因。区域经济发展依赖性的
增强和合作程度的加深，使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布局矛
盾日益突出，为缓解现状，中西部劳动人口向东部流动
增加，导致流入地的教育资源需求扩大，解决外来务工
子女的就学问题日益严峻。肖军飞通过对近年来流动人
口数量的调查分析指出，不断上升的跨省流动人口随迁
子女对异地高考普遍诉求成为潮流。［9�］

（三）实现异地高考的阻力研究

1.�不同高考群体的利益冲突是异地高考难以实
现的根本原因。孙志远认为享有优质而丰富教育资源
的本地考生既得利益在政府的政策倾斜下被固化，异
地考生的流入将挤占本地考生原本的利益，必然导致
本地考生与异地考生的利益冲突。［10�］熊丙奇指出地方
政府利用国家赋予的门槛权限，制定“高门槛”的报名
条件将随迁子女挡在改革异地高考的政策外，以保护
本地考生的利益。［11�］《异地高考：理想与现实的两难问
题》指出高考录取率上的不平等阻碍了随迁子女就地
高考，当地考生享受的“低分数线、高录取率”特权受
到外地考生的冲击，为当地人不能容忍是异地高考受
阻的主要因素。［1�］

2.�户籍制度的限制和高校招生制度的不合理是
开放异地高考的制度阻力。现行的“户籍+学籍”的高考
报名条件限制了外地考生的报名资格，在降低对流入地
冲击的同时， 缩小了享受异地高考人员的范围；［12�］另
外，不合理地分配高校招生指标和录取指标，一定程
度损害了异地考生的教育公平权利，给院校所在地考
生部分高考特权，阻碍了异地高考的进程。［13�］“一考定
终生”的高考制度在保证公平性的同时，忽视了偶然

因素对考生的不利影响， 导致综合性人才的流失，使
通过高考考查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科学性受到质
疑。［14�］

3.�“高考移民”引发的问题是阻碍异地高考的现
实原因。熊丙奇［15�］指出大量考生从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稀缺的地区涌入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给流入地带来
各种困扰，将影响异地高考的进程。刘学东预言，异地
高考引起的高考移民，将使流入地在解决师资缺口过
程中，从考生流出地大量吸收优质师资，造成流出地
师资紧缺，不利于流出地提升教育质量，导致新的教
育不公平反过来将阻碍异地高考的实现。［16�］

（四）实现异地高考的对策研究

1.�改革不合理的高考制度。谢良兵［17�］主张根据流
入地与流出地考生的比例制定招生计划，各高校以报
名人数为依据分配名额。熊丙奇在《异地高考：需要寻
求改革新思路》一文提出了将国办大学全国统考与地
方高校自主招生相结合的高考构想，以增加考生选择
的机会。［11�］刘尧建议实行全国统考，以打破高校招生
时的地域歧视，维护考生的公平受教育权。［18�］刘荣认
为应该建立全面考察考生素质的评价标准，通过多因
素综合评价，推优直选。［19�］

2.�放宽户籍限制，确保高考准入机制公平。高慧
斌提倡凡本省户籍考生可在本省任何地方高考、在全
国统考区上学的考生可在就学地高考、异地考生可根
据城市人口规模和在当地就学年限决定高考权限。［20�］

李慧建议改革户籍制度和推行异地高考政策同步进
行，在不直接取消户籍制度的条件下淡化户籍所附带
的特殊福利。［21�］杨东平设想允许一部分符合相关条件
的流入人口加入当地户籍，成为“新市民”以解决异地
高考问题。［22�］

3.�完善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补偿机制。南纪稳认为
流入地应该给予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机会，通过加大
优质教育资源的投入规模，改善教育资源的配置来改
变异地考生高等教育的边缘处境。［23］《教育公平视角下
异地高考制度改革的思路探讨》一文强调在承认不同
人群享受高等教育相对差异的条件下，提高经济欠发
达地区教育产品与服务的供给能力，改变考生的教育
不公平地位。［24�］

三、对异地高考研究的评价与建议

从近年来对我国异地高考的研究情况看，研究的

76· ·



2013 年第 4 期

数量逐年增加，关注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分析的层次
越来越深入，但仍然存在不足，有待提高：

1.�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应多学科视角相结合进行
研究

从所选的文献看，大多从政策学、社会学的单一
视角分析异地高考的原因、阻力并寻找对策，《教育公
平视角下异地高考制度改革的思路探析》就选择了社
会学的视角；多学科相结合如教育学与经济学、社会
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与管理学等结合，将使对异地高
考问题的研究内容更全面、层次更深入。

2.�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应增强研究的创新性
创新是文章的精髓，一个有价值的研究应有其闪

光之处———创新点， 而目前的研究无论在研究视角、
研究方法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缺乏应有的创新性。如
研究内容方面，对消解阻碍异地高考实现的因素研究
上，大多从改革高考制度、放宽户籍限制等方面展开，
在环境协同机制的改革上研究甚少；研究思路多遵循
在着眼现状和分析阻力基础上提出对策的研究路径，
文章结构多重复，形式过于简单，未来研究应着力于
探索新的谋篇架构和新的研究领域。

3.�放宽视野，积极借鉴国外相关话题的研究经验
目前已有的对异地高考的研究多借鉴本国前辈

的研究经验和成果，缺乏对国外相关研究的了解和引
进，使得研究的内容比较局限，研究的结构过于单一，
研究的思路比较传统，应广泛吸收国外对异地高考研
究的精华，与本国的现实状况相结合，力求在内容和
方法上有所突破，增强国内研究的创新性。

总体而言，我国对异地高考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
的进展，但还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仍需广大专
家学者在该领域积极探索，尤其应该呼吁博硕士群体
参与到此研究队伍中，完善该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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