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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两次成绩不如意的高考，
浙江小伙儿秦志飞考进了一所大专，
进校时就在心里埋下了“升本”的愿
望。

为此，他报了校外辅导班，参加
周末培训、寒暑假集训和考前集训，
先听课，再刷题。2022年，他以超过
录取线两分的成绩，考上了一所二本
院校的环境工程专业。

秦志飞大专就读的是工程造价
专业。学校经常请企业负责人为学
生讲解行业现状，并且每年都在校内
举办招聘会，但他一心想着升本，并
没有考虑过毕业就工作。他还注意
到，班里有半数同学都报了专升本考
试。

2022年2月，在教育部举办的新
闻发布会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
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表示，“目前全国
专升本的比例已达20%，下一步我们
将力争让更多的职业学校毕业生接
受高质量的职业本科教育。”

然而，近日，武汉纺织大学、武汉
轻工大学这两所公办本科院校专升
本停止招生，引发了关于“专升本凉
了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专升本有没有降温？各方对专
升本热如何看待？记者对此进行了
调查。

◆专升本招生计划是如何确
定的？

江苏某高校招生负责人分析说，
专升本招生，并不是各校“想招多少
就招多少”，而是主管部门根据报名
人数、录取率、高校办学条件等因素，
综合测算、统筹规划而来，有一套科
学的计算方法。

她介绍说，职业本科院校和部分
应用性本科院校的招生渠道比较多
元，除普通高考外，还有中职职教高
考、专转本统考、五年一贯制专转本
考试等招生方式，学校在研究制定当
年拟招生计划后，上报省教育厅审
批，由省厅统一调控招生计划。

那么，公办本科高校减招、停招
专升本学生的原因是什么？多位受
访者提到，这与公办学校有更高的奋
斗目标、希望提升生源质量有关。

对此，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王平给出了3点分析。

一是为了将招生重点调整至普
通高考招生。本科院校专升本招生
是在学校原有的生源数上招收了一
批新的学生入校学习，由于办学条件
所限，专升本招生计划增加，势必挤
占普通高考招生计划。

二是为了减轻学校的教学压
力。王平解释，针对统招专升本招收
的学生，由于在培养方案及模式、学
习基础及能力等方面和本校生存在
一定差异，为了因材施教，学校需要
单独安排教学，增加了教学管理难
度。

三是社会上存在一定的认识误
区。近年来，“双一流”建设高校不再
招收专升本学生，很多一本院校也取
消了招生。

◆专升本是一种“刚需”

虽然一些本科高校减招或停招
了专升本学生，但从这几年的数据来
看，专升本一直持续升温。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孙
晓雷观察到，不仅在他的学校，在全
省、全国范围内，专科学生升本的意
愿仍然比较强烈：安徽省2021年专升
本报考人数较2020年增长了18.56%，
2022 年报考人数较 2021 年增长了
36.33%。

孙晓雷认为，从整体上来说，无论
是从社会需求还是学生意愿来看，专
升本都是一种“刚需”：比如在安徽，教
育厅合理安排专升本扩招的专业，包
括生物医学、绿色环保、健康服务、应
急管理、养老服务、家政服务等。

但孙晓雷同时认为，专升本升温

也反映了职业院校办学在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方面做得还不到位。“以我
们学校为例，轨道交通专业很少有学
生选择升本，因为这个专业是与合肥
轨道公司联合培养学生的，也叫‘订
单班’，学生毕业后就能直接进入市
属国企就业。如果职业教育都能让
学生实现‘招生即招工，毕业即就
业’，那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
愿意毕业后直接就业，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也不会缺高素质技能人才。”

孙晓雷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学
生升本意愿较为强烈的专业通常集
中在同质化竞争比较激烈的非实体
经济类专业。“比方说，一般用人单位
不会大批量招聘财经、会计类的毕业
生，尤其是专科层次的会计，所以财
经类学生的升本意愿更强，报考率、
录取率都比较高。这说明职业教育
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存在脱节，这又
涉及另一个问题，即财经类专业的办
学成本比工科类要低一些。要解决
这个问题，需要各级举办方加大对职
业教育办学的关心、支持和投入。”

◆专升本引发的教育挑战

在山东一所专科院校数字媒体
艺术设计专业读大三的柳星雨注意
到，包括她本人在内，学校艺术类专
业几乎所有同学都报了专升本考试。

柳星雨发现，学校非常鼓励学生
升本，很多学生也是“冲着升本来
的”。“在我们之前的那几届，学校专
门设立了专升本课程；不知什么原
因，我们这一届开始就没有专升本课
程了，但学校会邀请校外辅导机构进
学校宣讲，也会给专升本的学生提供
寒暑假宿舍、自习室之类的便利。”

另外，对“升本”成功的学生来
说，在本科院校就读的两年，仍然也
是不小的挑战。

升入本科院校就读以来，秦志飞
感觉学习氛围明显比在专科时紧张
很多。“一是我们升本的同学要在两
年时间内把别人4年的内容学完，课
程安排上几乎天天满课；二是大家都
在准备考研、考编、考公，为明年毕业
做打算。”

王平注意到，一些专科学生升本
后选择了弃读。他分析，这是因为部
分学生在大专阶段没有科学的职业
规划，出于没有考上本科的心结而选
择升本。但在考上本科后，发现所学
专业并不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专业、也
不符合自身的职业方向。还有学生
无法适应本科阶段的教学方式、学习
节奏、课程难度和生活环境，因此选
择弃读。

孙晓雷认为，学生考取专升本后
在本科就读的两年，在人才培养方式
上有些“脱钩”：“这些学生在专科阶
段是技术技能培养，在本科又按照学
科性人才培养，二者之间没有完全衔
接好，导致部分学生在本科学校读书
很吃力，毕业后理论掌握得不如全日
制4年学生，技能又生疏了。要解决
这个问题，做好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
迫在眉睫，毕竟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是两个体系、两种类型。”

在孙晓雷看来，专升本的培养模
式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为了满足老
百姓的教育需求，是“没有办法的办
法”。未来，应该通过职业高考改革
和职业本科的建设，实现技能人才升
学。

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全
国共有32所职业本科院校。据了解，
不少学校正在通过强强联合、建设新
校区等方法，筹备升本。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5
年，职业教育办学格局更加优化，办
学条件大幅改善，职业本科教育招生
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
的10%，职业教育吸引力和培养质量
显著提高。 本报综合消息

部分本科停招 专升本“凉”了吗

2023年高考将至，高考报名人数近年屡创历史
新高，今年的高考竞争会更激烈吗？答案也许是肯
定的。由于近年来高中阶段在校生持续增长，尤其
是今年参加高考的2020级高中生人数增多，2023年
高考报名人数或将继续增长。

而在2022年，高考报名1193万人，比上年增加
115万人，当年的普通、职业本专科录取率比上年大
幅降低7.85个百分点，且跌破90%。

虽然录取难度可能增加，但我国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持续提升，2022年已达59.6%。尤其值得注意
的是，短期高考报名人数的增长无法改变人口的长
期局面：随着我国出生人口的不断下降，高校生源
在未来也将呈现不断下降的局面，未来大学生源的
多元化供给已迫在眉睫。

有专家指出，随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速“拐
点”已经到来，需要重新确定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
模，实现从“量”的增加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近两年高考竞争加剧近两年高考竞争加剧

高考报名人数越来越多，高考录取是不是越来
越难？

数据显示，我国高考报名人数已连续6年增长，
其中，连续4年超过1000万人。

但 2017 年至 2021 年，普通、职业本专科（以下
简称“本专科”）招生人数增幅大于高考报名人数增
幅，所以本专科录取率逐年提高，总体上的录取难
度是下降的。

2017年至2021年，高考“落榜”人数从178.51万
人降至76.68万人，5年降幅高达57.04%。

2022年出现了小的拐点，高考报名人数增幅过
大，超过了高等教育吸纳能力，导致当年本专科录
取率降至85.04%。

近日，多地陆续公布今年高考报名情况，一些
地方创下历史新高。

据报道，湖南高考报名人数为68万，比去年增
加2.5万人，报考人数创历史新高。江西有近54万
名考生参加今年6月的普通高考，报名人数持续上
升。广州有58238人报名参加普通高考6月份文化
课考试，比去年增加 1355 人。海口考生共 20058
人，比去年增加2533人，首次突破2万人规模。

2023年高考报名人数增加，是受到了高中阶段
学生人数增加的影响。2011年至2018年，全国高中
阶段招生人数连续8年负增长，但在2019年逆势上
涨，2020年继续上涨，而2020年入学的高中生将在
今年参加高考。

当然，今年的高考竞争仍是在整体录取友好形
势下的波动调整，我国目前已经建成全球最大规模
的高等教育体系，高校的数量和容量稳步增长，绝
大多数考生还是能够升入高等教育。

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

虽然本专科录取率在2022年下降，但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持续上升。

根据《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计算公式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18~22 岁年龄组人口
数×100%。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公
开信息显示，我国高等教育
2002 年毛入学率达到 15%，
进入大众化阶段；2019 年毛
入学率达到51.6%，进入普及
化阶段。从大众化到普及
化，英国用了 25 年，美国用
了40年，而中国仅用17年便
完成了这一重大转型。

当然，虽然在“量”的方
面进展较快，在“质”的方面
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从生源结构来看，高层
次人才培养规模在扩大。数
据显示，2018 年至 2021 年，
普通本科招生人数增幅保持
在 1%—2%左右，但 2022 年
同比大幅增长5.25%，显示出
更多考生倾向于接受层次更
高的本科教育。

相比之下，高职（专科）招生人数的增幅变化则
波动较大。2019年受高职扩招100万人影响，招生
人数同比大涨31.12%。但从2021年之后，如果不含
五年制高职转入专科招生的人数，高职（专科）招生
人数连续两年负增长。

职业本科将是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最大变
量。我国已提出，到2025年，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
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也就是每
年50万人左右，但2022年仅招生7.63万人。

某职业本科大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职业
本科在考生中的接受度仍有较大差异。“有的属于
公办高校，或所在省高等教育资源不发达，招生非
常火爆，能够高过分数线一次性完成招生计划；有
的属于民办高校，或招生计划很多但省内高校也较
多，则缺额较大。”

学校之间的生源竞争其实相当激烈。“近几年，
部分省属普通本科高校都已经出现招生难，有的考
生哪怕填报了志愿，甚至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却不
去学校报到。”上述职业本科大学工作人员指出。

挖掘新的高等教育增长点挖掘新的高等教育增长点

我国高等教育向普及化高级阶段发展，需要更
多的生源。但现在高考录取率已经很高，未来随着
出生人口的持续下降，生源从哪里来？

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956万人，近几年本专科
每年招生超过1000万人。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邬大光今年4月撰文
认为，毛入学率指标适用性的“拐点”已经到来。这
是因为，2019年至2021年，我国高职扩招300万人，
扩招群体中包括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
新型职业农民。他们已不属于传统生源。

作为重要的新增生源，中职毕业生以前无法接
受高等教育，只能走上工作岗位。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等机构发布的《2022中国
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2021年，中职毕业生
升学总数超180万人，升学比例达55.9%。也就是说，
每年还有100多万中职毕业生无法接受高等教育。

中职学生的升学意愿其实格外强烈。一项2022
年对10660名中职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选择未来升
学的学生占 91.90%，其中期待升入本科的达到
47.96%，还有17.10%的受调查者期待考取研究生。

该调查还显示，高职单招是中职学生选择最多
的升学方式，其次分别为对口升学、普通高考、成人
高考、技能大赛特招。

中职学生的文化课功底差，适合他们的也不是
普通高等教育，很多中职学生因此希望“降低难度”

“降低录取分数”“增加公办学校招生名额”等。
在2022年12月27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

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对记者表
示，将完善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健全“文化素
质+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进一步扩大应用型本
科学校在职教高考中的招生规模，由各地在国家核
定的年度招生规模中统筹安排招生计划。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刘
宝存刘宝存指出，高等教育必须积极回应各式各样
的期待和诉求，创建上下衔接、左右互通的高等教
育体系。 本报综合消息

20232023年多地高考报名人数上升年多地高考报名人数上升

一年一度的高考已经迫在眉睫。目前，各地陆续召开高考安全工作会议，安排高考
各项工作。2023年，高考会有什么新动向吗？记者从高考人数、近几年录取变化、新增专
业等，讨论2023年的高考新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