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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山河大學」

在今年高考季走紅。總人口超過3億的山東、山西、河

南、河北四省，考生總數亦居內地前列，但985/211大學

屈指可數。為此，近日有網友創建了面向這四個高考大省

「招生」的虛擬高校——「山河大學」，火爆網絡。雖然

可操作性不高，卻反應了這四省學子苦教育資源匱乏久矣

的無奈，亦體現了他們優化高等教育資源的急切期盼。對

此，教育部6日作出官方回應稱，已關注到該情況，將不

斷優化高等教育資源的布局結構。

網友虛構山河大學
祈盼優配高教資源

四省考生人數佔全國25% 985及211高校僅6所 教育部：支持中西部擴大高教規模

��
���	!� 

����

����
��

��

�

/

「
山
河
大
學
」
向
四
省
「
招
生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濟南報
道）虛構的高校「山河大學」，在濟南家
長李良（化名）看來，這心酸且無奈的自
嘲背後是學生們背負的高考壓力。
李良表示，高中三年，他兒子每天的學

習從早晨6點到晚上10點，「只要學不
死，就往死裏學」，學生們在學校採取的
都是這樣的魔鬼式訓練。「兒子今年高考
考了578分（物理類），但只能上一個普
通本科，還不能選到好專業。」李良說，
同樣的分數如果放在江蘇等其他省份，孩
子則有選擇985和211高校的機會。
「山東的考生太難了！」李良用「千軍
萬馬過獨木橋」來形容山東的高考，其難
度屬於地獄級別的。他表示，作為高考大
省，山東今年高考報名考生98萬人，但該
省只有山東大學、中國海洋大學兩所985
大學和中國石油大學（華東）一所211大
學。以2022年山東高考錄取率為例，211

高校錄取率4.44%，985高校錄取率僅有
1.47%。而在「山河四省」中高考競爭難
度排名第一的還不是山東，而是河南。
「我是2008年讀的大學，當時就有這
個說法。這麼多年過去了，『山河四省』
的高考壓力還是這麼大。」河南網友「小
山」說，「山河大學」能火爆，背後承載
的是四省考生們對好大學的渴望。「看到
國家能回應我們學生的需求，很開心也很
欣慰，但希望可以加快落實。」網友「不
愛吃魚的小許」說，相比官方的宣告，學
生們更希望方案的落實。
看過「山河大學」的消息，李良就站在
地圖前認真地為其「選址」。他笑着說，
建議在山東聊城莘縣、河北大名縣和河南
南樂縣交界處開建，這是唯一三省交界的
位置。「只要這個學校真建，我捐一
萬！」李良說，這是家長們對孩子們未來
的期盼。

家長：若真的建這個學校我就捐錢

時間
山東
山西
河南
河北
北京
上海
陝西
廣東

2021年
79.5萬人

31.57萬人
125萬人
63.4萬人
5.17萬人

7萬人
31.29萬人
78.3萬人

2022年
85萬人

33.7萬人
130萬人
75萬人
5.4萬人
7萬人

33.7萬人
83萬人

2023年
80萬人

33.7萬人
131萬人
83萬人
5.4萬人
5.1萬人
32.3萬人
70.2萬人

多省近年高考生人數多省近年高考生人數

山東
山西
河南
河北
北京
上海
陝西
廣東

2所985高校/1所211高校
1所211高校
1所211高校
1所211高校

8所985高校/26所211高校
4所985高校/10所211高校
3所985高校/8所211高校
2所985高校/4所211高校

多省重點大學數量多省重點大學數量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山河大學山河大學」」校校園卡園卡、、錄取錄取
通知書通知書、、校徽及校園景色校徽及校園景色。。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6月末，正值內地高考生填報志願之際，創建「山河大學」的提議在
社交平台出現，並迅速引發熱議，「山河」為山東、山西、河

南、河北四省的總稱。一名網友指出「山河」四省擁有的教育資源較為匱
乏，高考錄取分數線卻較高。如果這四省的343萬名考生每人拿出1,000元
（人民幣，下同），總共會有300多億元資金，可以用這些錢打造一所位
於四省交界處的綜合性大學，並在濟南、太原、鄭州、邯鄲四個城市建設
校區。
隨後，「山河大學」的官網、校訓、校徽、院系、招生簡章，陸續被
網友們接力設計出來，掀起了一場新的網絡熱潮。越來越多的人加入了
這場不失嚴肅的辦學討論中，暢談自己的教育理想。

河北高校本省分數線高於外省
2023年的高考數據顯示，「山河」四省參加高考的學生人數佔全國高
考總人數的25%，但四省共有2所985高校（均在山東省）、4所211高
校（每省各一所）的教育資源，僅佔全國39所985、116所211高校數
量的5%和3.4%。
以「山河」四省中的河北省為例，該省2023年高考報名人數為61.54

萬人，但河北省全域內沒有一所985、211高校，唯一隸屬於河北省的
211高校是河北工業大學，位於天津市。而在河北省內招生最多的河北
大學、河北師範大學、河北醫科大學在內的八所河北高校，在本省的錄
取分數線甚至高於它們在外省的錄取分數線。

江蘇擁11所211及2所985高校
擁有168所高校的河南省則至今沒有一所教育部直屬高校，在「985、
211」高校體系中，也僅有鄭州大學1所211高校。這與人口同河南省不
相上下的江蘇省形成了鮮明對比，江蘇有211高校11所、985高校2所。
對此，教育部副部長吳岩6日表示，關注到了「山河大學」。面對高
等教育進入普及化新階段的新形勢和服務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挑戰和
新問題，教育部將圍繞增強國家競爭力、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
略、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不斷優化高等教育資源的布局結
構，支持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人口大省擴大高等教育資源規模，優化類
型結構和區域結構。

專家：須擴大學校自主辦學權
「山河大學」在短時間內引發的輿論關注，從根本上反映出了高等教
育資源分布不均衡的問題。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表示，「山河
大學」雖然承載了一些網友的殷切期盼，但即使真正辦一所這樣的大
學，也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改革教育管理
學、擴大學校自主辦學權，並建立現代大學制度。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表示，高等教育在發展過程中應聽取
社會各界的意見和建議，它作為公眾內心的一種期望，是可以作為參考
的。政府部門應加強與社會各界交流，傾聽社會的聲音和建議，以更科
學、更系統的方案，回應社會的需求和期望。相關地域應把發展高等教育
作為一項重要的工作內容，合理配置利用高等教育資源，優化高校布局，
提高相應區域的高等教育發展水平，不斷地與社會需求保持同步。

高等教育的發
展和人口出生率息
息相關。近年來，
在人口出生率下降

和高校擴招的疊加效應之下，內地高等
教育亦正面臨高校生源危機、教育資源
浪費的局面。對此，有專家建議，統籌
調整高校布局和專業結構，科學合理配
置高等教育資源。嚴控高校密集地區新
增設置高校。同時，探索高校退出機
制，優化高等教育資源存量。

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教育廳副廳長
王仁祥在今年兩會期間提出，低出生率
會促使2033年後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同
比大幅度下降，由此會引發中國高等教
育發展的一些問題。應統籌調整高校布
局和專業結構，科學合理配置高等教育
資源。嚴控高校密集地區新增高校，提
高對中西部地區省屬高校的中央財政轉
移支付力度。探索高校退出機制，優化
高等教育資源存量，統籌做好薄弱高校
撤並和穩定工作。

王仁祥還建議，統籌職業教育、高等
教育、繼續教育協同創新，激發高校辦
學活力，積極拓展高校生源。推動高等
教育由外延式發展向內涵式發展轉型；
推動普通高校向應用型高校轉型，支持
部分高校堅持「小而精、優而特」發
展；推動優質高職院校升格為本科層次
職業大學，探索開展本科層次專業試
點；加快推進獨立學院轉設等。在不增
加高校絕對數量的情況下有效提升優質
高校容納能力，完善高層次應用型人才
培養體系。

事實上，台灣少子化導致大學招生
難，就是前車之鑒。受少子化持續加劇
的影響，招生正成為台灣各大高校的
「心病」，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根據
台內部事務主管部門統計，2022年，
台灣地區人口總數連續3年負增長；全
年新生兒更是不到14萬人，較2021年
減少9.6%，創歷史新低。依出生率推
估，島內高校的招生缺額將會越來越
大。預計2025學年大一新生數將首度
跌破20萬人，2028學年大一新生將降
至17.7萬人。未來5年，至少還有40所
院校將面臨退場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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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2023年全國高考開幕。圖為老師在河北雄安新區一考點為考生加油。
資料圖片

根據內地的高考招生政策，
各省市區高校招收本地生的比
例相對較高。2023年清華、北
大錄取人數排行榜上，兩校在

北京招收533人，佔比達到了9.13‰，而北京考生僅
為 5.4 萬人。山東 2023 年清華、北大錄取率是
0.52‰，錄取人數是301人，而山東考生人數多達80
萬人。

另外，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教育部部屬高校本科招
生時，原則上本地生源比例是不能超過30%，但在實
際招生中，有些部屬高校的所在地生源比例要明顯高
於30%。例如，2021年985院校本地考生錄取比例，
多數控制在30%以下，只有5校高於30%。其中，山
東大學35.2%，哈工大44.5%，中山大學44.7%， 華
南理工50.4%，浙江大學52.3%。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各地高校招本地生比例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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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在北京大
學2023年研究
生畢業典禮暨
學位授予儀式
結束後拍照留
念。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