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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体现着一
个国家和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状态和文明素质。
一个民族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熏陶和滋养；一个国家要在国际综合国力
竞争中赢得优势，不能没有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软实力”的强大和支撑。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
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哲学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四个同样重要”、“五个高度重视”、“两个不可替代”等重要思想论断。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哲学社会科学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
，就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明确了新世纪繁荣发展哲学社
会科学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
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
世界。
”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阶段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出的重大战略目标和任务，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保证和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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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考改革历来就是整个教育界甚至全社会关注的敏感而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关节点，也是教育学研究中带有全局性的重要问题。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基于教育与社会的视角，以现行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为研究对象，从
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通过文献分析、历史考察、大规模社会调查、国际与地区比较、统计分析、改
革实验等方法，从理论上梳理、分析和评价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发展的脉络、存在的问题，以及各
种改革方案的成败得失，并借鉴外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和东亚主要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高校招生考试
改革的经验，提出了三个可供选择的具体改革方案，以及高考改革的若干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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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1984年硕士毕业后到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工作，1988年在职获历史学博
士学位。
1992年被聘为教授，1994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2000年开始担任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
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现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闽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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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教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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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然而，高考毕竟不是科举。
尽管两者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还是不能画等号。
只要稍加分析，便可看出高考与科举具有以下迥异之处。
第一，考试目的不同。
科举具有教育考试性质，而且具有古代高等教育考试性质①，但它首先是一种文官考试（武举除外）
。
科举考试的目的是选拔从政人才，即考选政府官员。
当时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储才以应科目”，可以说科举也是学校毕业考试和任职资格考试。
考中者具有科名，或者说获得秀才、举人、进士等古代学位，获得人仕资格。
因此科举既是一种教育考试制度，又是一种人事考试制度。
高考则是高校新生入学考试制度，考试成功者只是获取高校入学资格而无其他政治待遇。
科举时代应举入仕几乎成为读书人实现人生抱负的唯一出路，但由于中举及第率极低，明清时代乡试
中举率往往仅有1％左右，金榜题名因而成为士子梦寐以求的头等大事。
高考虽也是许多人一生中的重要转折，但现代社会成才途径比古代宽广许多，高考录取率也远比科举
及第率高，现在不少省区已接近50％，直辖市更高达80％以上。
现代社会复杂多样，不像古代严格按士农工商分等，因此高考只是高中毕业生的最好选择，而非唯一
选择。
第二，考试内容不同。
这是科举与高考的明显区别。
科举一般只考儒家经典知识和文史辞章，其内容大体不超过人文政法学科知识。
唐代科举有明算科，但只是科举考试的支流。
明清科举的八股文和试帖诗更属古典考试题型，加上对策、判文等，主要是测试应考者的人文知识和
属文作对能力，也能起到智力测验的作用，选拔出智商较高的从政人才，不过往往考用脱节，所考非
所用。
现代高考科目分语文、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地理、化学、物理、生物9门，测试的并非为官所
需的各种知识和能力，而是一个人进入高校学习前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考试科目为现代科学、
文化的主要分科，内容不仅包含文科而且涵盖自然科学知识，即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基本知识。
第三，报考条件不同。
科举既然是选官，便按官的条件要求应考者。
封建社会各级政府中没有女性官员，因此报考者只能是男性；必须身家清白，没有残疾。
除此以外，倒是十分开放，没有年龄、种族、民族、婚否等限制，这与现代高教自学考试的开放性更
接近。
高考没有性别和残疾的限制，但以前有年龄、婚否等限制，不过，现在这些限制已取消，高考也更加
开放了。
另外，高考的题型、考试模式、评分办法、阅卷手段等等与科举也有不少差异，限于篇幅，不一一列
举。
科举在整个社会政治和教育结构中的地位远比高考重要，高考指挥的是中小学教育，对高校只起影响
作用；科举制约的是当时所有学校，包括近代的京师大学堂和同文馆这样最高层次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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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3年12月，由本人任首席专家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
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获得批准立项。
作为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厦门大学与教育部学生司共同主持，并组织全国与
招生考试相关的理论与实践工作者联合攻关，理论部分由刘海峰负责，实践部分由林蕙青负责。
2004年4月5～6日，在厦门大学举行了开题会，教育部学生司林蕙青、姜钢、苟人民等和课题组主要成
员参加了会议。
会后，按照投标书的既定研究计划，对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从理论和实践两部分展开研究。
从2005年8月起，本项目主要成员协助教育部“素质教育调研”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课题组进行研究
，本人8月11日就到教育部参加了该课题的开题会，9月21日参加向教育部领导的汇报会，9月26日参加
上海市各区教育局长与中学校长调研座谈会，10月17日在教育部参加省市教育厅长调研座谈会。
本项目联系人李立峰在2005年10月还借调到该课题组，专门执笔参与撰写研究报告。
本项目的主要三家合作单位——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考试研究院、天津市教育考试与
评价研究所，于2005年11月15日在天津联合召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改革高层论坛”。
2007年7月14日，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与中国教育科研网、中国青年报社在北京联合召开
“1977～2007：纪念中国恢复高考30年高峰研讨会”，本人作为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
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忝为研讨会的主持人。
2007年9月4日，为探讨与高中新课程实验相衔接的高考综合改革方案，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在京召开“
高校招生综合改革研讨会”。
2008年3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本项目的结题讨论会，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教育部考试中心、北京教育
考试院、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的领导和项目组主要成员参加了结题讨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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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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