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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移民背后的故事

“高考移民是一条长长的

利益链，考生、中介、学校三方

形成了事实上的互赢。 ”曾经

为儿子办理过高考移民的张

先生告诉记者，说手眼通天是

夸张了些，但这些经办人确实

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与各经

办部门“交情深厚”，加之利益

的驱使和特定群体的旺盛需

求，这些经办人就显得非常吃

香。

张先生告诉记者，

2007

年

升入高三的儿子想考军校，可

儿子的成绩在我市中学生中

仅处于中上游水平，考上军校

的难度很大。 为了圆儿子的军

校梦，张先生就动了高考移民

的念头。 最初，张先生选择了

海南， 但经多方打听得知，近

几年海南治理高考移民的力

度很大，审查非常严格，我市

这两年“移民”过去的学生不

是被限制报考就是被劝回原

籍。 于是张先生就把目光转向

了西部地区， 在同学的介绍

下，张先生联系到了安阳一位

办理甘肃高考移民的“中间

人”。 到甘肃实地考察后，张先

生决定把儿子“移民”到甘肃

某县的一所私立学校。

谈到这里，记者感到有些

不解，甘肃一个并不富裕的县

城里怎么会有人投资开办私

立学校？ 张先生随后向记者解

释，在没有去甘肃实地考察之

前，他也很纳闷。 在该学校见

到教导主任了解了情况之后，

张先生才知道，这所占地面积

不大的私立学校，生源主要是

来自山东、河南、安徽、湖北、

河北等地的高考移民学生，学

校为这些学生办理户籍、学籍

等手续，“中间人”每介绍一个

学生的回报是

5000

元。

当张先生对学校是否有

可靠途径办理这一切手续表

示怀疑时，这位教导主任告诉

张先生，该校的校长和当地政

府“交情颇深”，已经做了四五

年了，相当可靠。

“我在他们学校并没有看

到多少在校生，学生应该大部

分都是‘挂空籍’ 的高考移

民。 ”张先生说，至于具体如何

操作， 校方始终不愿透露详

情。 这所学校的教师也大都不

是本地人，而是从外地高薪聘

来的。 给张先生牵线搭桥的

“中间人” 也是安阳某中学的

一名老师。 类似这样的“中间

人”，大多是在河南、河北、湖

北、安徽、山东等地从事教育

工作的教师。

由于张先生的儿子平时

还在本地借读， 只在会考、高

考报名、 体检、 高考时去甘

肃， 所以张先生的儿子经常

要请假， 为了避免引起老师

和同学的怀疑， 张先生又把

儿子转到我市某县的一所中

学借读。 “一年带着儿子往

甘肃跑了四趟， 整天担心这

消息走漏， 怕别人举报， 在

甘肃体检时， 因为不会说当

地方言， 儿子都不敢大声说

话。 ”张先生说，虽然儿子如愿

考上了军校，但也一直担心会

在上学期间被清退。

张先生并非是多虑，采访

期间，多数高考移民学生家长

一开始对记者的采访都表示

出极大的警惕性，都不愿透露

详情。 据了解，我市确实曾经

出现过高考移民被举报后被

退回原籍的事情，家长几万元

的高额费用也随之付诸东流，

最后落了个“人财两空”的结

果。

张先生还向记者透露，近

几年，随着各省打击高考移民

考生力度的加大，高考移民越

来越难办， 特别是近两年，我

市年年都有“移民” 失败被

“劝”回来的学生。“劝回来，连

高考报名都报不上。 ”

曾经把儿子“移民”到新

疆的孙女士对记者说，高考移

民的学生绝大多数都“移民”

到外地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私

立学校，公立学校很少。

经过儿子的“移民”事件

后，孙女士对高考移民的整个

过程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

她向记者细数了一下高考移

民利益链的受益人：她按经办

人的要求一次性交了

45000

元，这其中包括了中间人的一

部分提成、学校价格不菲的借

读费，还有办理手续时打点各

个环节所需的费用。“总之是

明的暗的都有，有些地方甚至

是‘明码标价’，办一个学生的

‘移民’手续多少钱，按人头算

钱。 ”孙女士说。

办理高考移民的中间人

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 居然

有这么大的本领跨省“开展

业务”？ 但记者始终没有找到

一个高考移民的中间人， 这

也成为此次报道的一个遗憾。

听一些采访对象讲， 我市办

理高考移民的中介机构非常

少，大多是个人通过和外省学

校联合来做这种“生意”， 中

间人只负责为这些学校招揽

愿意“移民”的学生，给家长和

学校牵线搭桥，其他具体工作

都由“那边的学校”全权负责，

连中间人也是“那边学校”发

展的联络人， 有很强的隐蔽

性。

高考移民陷阱多

一些采访对象告诉记者，

为了让他们放心，有些中间人

甚至承诺包办一切手续，保证

让学生能够顺利参加高考，否

则如数退款。 这样一来，拥有

两个户籍的学生还可以在本

地参加高考，听起来好像没什

么风险。 但认真想一想，现在

各地对高考移民的打击力度

越来越大，海南、新疆等地为

了遏制高考移民，保护本地生

源的权益， 采取了很多措施。

比如现在实施的电子档案，就

是筛查高考移民学生的手段

之一。 就算“神通广大”的中间

人能够把学生的户籍转过去，

但要把电子档案从省招生办

弄走仍是一个难题。

另外，现在国家实施高校

招生“阳光工程”，所有考生资

格及报名情况都要进行公示，

弄虚作假是不能得逞的；再

则，现在很多中间人或中介机

构利用一些省市“学生必须户

籍在本地，居住满三年且必须

在本地学校就读满三年”的规

定，引诱高考分数线较高地区

的学生提前“移民”，要家长在

初中阶段就将孩子“移民”到

外省，不成功就全额退款。 这

种做法听起来似乎不错，但谁

能保证

3

年后还能找到这些

中介机构和单打独干的中间

人的踪影？

记者在市教育部门了解

到，省招生部门每年高考前都

会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谨防

以高考移民为诱饵的欺诈行

为，不要相信所谓的“可以帮

助考生高考移民” 的宣传，以

免上当受骗。 一旦发现非法高

考移民的宣传，要及时报告给

当地公安机关。

户籍能否决定考生命

运？

每年高考前，高考移民都

会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话

题， 有人对高考移民表示同

情，但更多的人表示反对。

1999

年高校扩招至今，我

国高校入学率大幅度提高，高

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阶段

进入普及化阶段。 按理说，高

等教育资源丰富了，学生升学

压力相对减轻了，教育需求与

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已

有所缓解，但为何高考移民现

象却有愈演愈烈之势呢？

现代社会竞争日益激烈，

高校扩招后带来的就业压力

也不断增大，为了将来能有更

好的发展，考上名牌重点大学

成为许多考生的目标，导致高

校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

而现有的高考制度更加剧了

这种现象。 学子们“千军万马

过独木桥”时，一些地区的考

生却享有“天然”的优势。 巨大

的差异成为高考移民现象的

主要成因，在现实利益的驱动

下，这种差异也成为高考移民

的主要推力。

一位通过高考移民考上

名牌大学的鹤壁考生一语道

出了许多考生的心理：“多数

‘移民’考生不是想上大学，而

是想上名牌大学。 ”他说，河南

的升学压力很大，虽然高校在

不断扩招， 但是本科分一本、

二本、三本，差别还是很大的。

北京、天津等地拥有的重点大

学数量较多，录取分数线也要

比其他省市低。 我省高考的三

本分数线在北京、天津、新疆

等地都是一本的分数线。 再说

二本、三本高校毕业生就业很

难，这些对考生心理形成了很

大压力。 许多第一年考上三本

或专科的考生都会选择复读，

而通过高考移民迈向成功的

道路要平坦得多。

事实真的如此吗？ 记者采

访中了解到，许多选择高考移

民的考生，考上重点大学的目

标并未实现。 原因很简单，无

论以什么样的方式，无论教育

体制如何不公，一分耕耘一分

收获，这是一个恒久不变的真

理。 高考是选拔性的考试，相

对公平，如果考生抱着投机心

理“移民”外地，从根本上并不

会使“成功之路”变得平坦，反

倒可能对考生今后的人生之

路带来消极暗示，因为成功是

没有捷径的。

高考移民不仅需要大量

的金钱投入，给考生和家长带

来的心理压力也很大。 移民考

生被寄予更高的期望，面对期

望和关注的目光，他们背负了

更大的心理压力。 而且，各地

教学体系不同，使用的教材也

千差万别，考生孤身一人来到

陌生的环境，未必能适应当地

的教育环境。 高考移民还侵害

了当地学生的利益，这些“移

民”实际上侵吞了国家对一些

地区高考的优惠政策，对移入

地考生不公平。 每年高考前，

各高考移民“重灾区”都会对

高考移民进行治理，许多移民

考生因此被取消高考资格或

录取资格，落得“人财两空”。

相关数据显示， 有

27.8%

的人认为，高考移民最大的受

害者是移入地的考生 ，有

19.4%

的人认为高考移民对当

地考生不公平，有

11%

的人认

为高考移民必须要为其投机

行为付出代价。

高考移民发展至今，已经

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会现象了。

我们前面分析过，它的产生主

要是因为我国高等教育资源

配置不均衡导致的录取分数

线地域差距和录取比例差距。

它是我国优质教育资源稀缺

等问题所产生的矛盾在高考

中的一种集中体现。 部分考生

为了达到上大学或上重点大

学的目的，利用一切手段和途

径， 向分数线低的地区流动，

加上个别省份的户籍制度管

理不严，高考移民这种供需关

系的存在就给非法中介机构

提供了可乘之机，促成了这种

现象的产生， 并形成产业链，

带动了非法中介机构的发展。

有教育部官员表示

,

高考

移民现象的产生，根本原因在

于中国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

均衡， 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

可是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学生

或一名普通的家长，他们所想

的只是自己或自己的孩子可

以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 在现

阶段，高考决定命运这一事实

还是必须得承认的

,

而高考虽

然遭人诟病，但依然可以坚持

实施这么多年，很重要的一点

便在于它的公平性。 无论你是

谁，有着怎样的身份，在分数

面前都是一样的。 这种公平对

来自依然不很发达的鹤壁市

的学生尤其重要。 可是，当我

市的学生或他们的家长们看

到外地同样分数甚至更低的

分数都可以考入比较理想的

学校时， 无论有怎样的理由，

都觉得难以接受。

高考移民现象绝非一朝

一夕能够解决，这其中包含太

多的利益纠缠和复杂的原因。

除了国民所期待的在人口众

多、 大学较少的地区投资多

建一些大学， 在录取制度上

实行统考、 统招， 各学校均

应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平竞

争， 按志愿和分数进行取舍

之外， 我们更应该做的似乎

是期待我市的这些中学生踏

踏实实地去努力学习， 用现

在更多的努力去换取胜利。

也许此刻我们付出更多些，

但要相信， 每一次的汗水得

到的都将是收获，都将是自己

一生的财富。

□策划 /晨报专刊报道组

□执行 /晨报见习记者 李潇潇 郭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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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移民作为我国的一种特有现象，迎合了特定群体的需求。在这条利益链中

谁是受益方？办理高考移民要打通哪些所谓的关节？一些应运而生的中介机构如何

操纵高考移民？我市考生选择哪些方式进行高考移民以及将要承受怎样的风险？本

期报道将为您揭开高考移民的神秘面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