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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招生“联考”时间太长了
熊丙奇

上周六以清华为首的

“华约”7 校联考在全国 33

个城市拉开帷幕，周日北京

大学等13校的“北约”联考

开考，下周北京理工等9校联盟和中山大

学自主招生考试也将接连举行。据统计，

本月除了春节外的三个周末，都有各大高

校的自主招生考试。

多个联考的出现，是今年自主招生的

显著特点。相对于此前各校各自为政的

自主招生笔试，联考制度的推出，一定程

度扩大了考生的考试选择权，考生参加一

个联考，就可获得多校的自主招生机会。

但是，从已经开考的7校联考和13校联考

来看，联考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仅从考试时间来看，“华约”的7校联

考需要考生用6个小时完成四个科目的考

试。而“北约”的 13 校联考走的更是“超

长”路线。考试共设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历史、政治等7个科目，如果报考

复旦大学的话，考生将不得不接受长达8

个多小时的体力、脑力大考验。而如果一

名考生，同时参加了“北约”和“华约”的联

考，则意味着他将在两天内，考10个学科、

14个小时！

自主招生的考题，比高考的难度高一

些，可以理解，因为其选拔的对象，不是全

体考生，而是适合报考这些学校的学生，但

是时间超长、内容超纲，却有些不妥。

毕竟，联考的功能，只是为学校提供

评价学生的一方面依据，大学将根据考生

的联考成绩、中学平时成绩、中学综合表

现和大学面试考察，进行综合评价，确认

考生的自主招生资格。而且，获得自主招

生资格的学生，还将参加统一高考。

因此，联考应侧重考察学生的综合能

力，而不应还是一门一门的学科考。拿美

国的学术能力评估测试(SAT)来说，大多

学生选择参加的SAT1，考试时间为3个多

小时，主要测验考生的写作、阅读和数学

能力。这也起到了很好的评价作用。自

主招生高校应调整联考的考试形式和考

试内容，使联考更好地发挥评价考生能力

的作用。另外，密集的考试安排，也让学

生们吃不消。绝大部分学生都只能在“北

约”、“华约”两个联考中选择一个报考。

对此，考试组织者，应该给学生创造

更大的选择空间，从根本上调整自主招生

的程序。事实上，目前的自主招生，将高

校自主招生与统一高考、集中录取相嫁

接，获得自主招生资格的学生还必须参加

高考，这个程序就决定了各校必须把联考

时间密集安排在二月，既局限了学校的自

主权，也让考生的选择权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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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城市面貌日新

月异的变化中，一些地方出现了“贵族

化”倾向：热衷于表面繁荣、豪华的发展

模式，忽视对百姓的服务功能，大楼越

来越高，设施越来越洋，可普通百姓却

感到生活不便、生存空间狭小。

除了基本建设项目中的求新、求

大、求洋之外，从一些配套化建设中，我

们也可窥见城市建设的“贵族化”倾向，

比如各地不断曝出的豪华公厕。“贵族

化”的弊端在于，建设未能考虑社会发

展现实，未能评估建设项目所能带来的

效率和利用率，盲目求大、求豪华，造成

大量浪费。

与此同时，城市商业化服务，甚至

一些公共化服务也向“贵族化”集结：高

消费场所汹涌，“理个发要五六十元，洗

个澡一百多元”；幼儿园收费贵；医院在

保障基本医疗需求上缺口很大，却热衷

建设各种 VIP 病房；道路越修越宽，却

没有自行车和行人专用道……

究城市“贵族化”的根源，部分是因

为贫富差距过大，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

中，为“赚有钱人的钱”、为少数人建设

和服务成了某些人的重点、“抓手”。而

作为引领人的政府部门以及其政绩评

价体系存在不足，致使个别城市管理

者，只求表面而忽略内涵，追求新奇、美

观而轻视效率、公益，求大、求快而忽略

以人为本。城市是大家的城市，占绝大

多数的普通老百姓，更应当在城市建设

中有话语权。

如果不是政协委员潘耀民的一份提

案，包括很多记者在内都还不知道馒头税，

而且馒头税的税率高达17%。潘耀民委员

认为，17%的馒头税设置税率过高，既不科

学，还增加百姓消费的负担，更不利于食品

安全。（2011年2月21日《山东商报》）

所谓的“税馒头”，是指对馒头征收的增

值税，目前税率为17%。这就意味着百姓只

要买馒头，每1元钱中就有2毛钱的税。为

此，潘耀民委员连续三年提交了降低“馒头

税”的提案。

征税的目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

福于民。国家的税收政策，应该为民利民。

而畸高的“馒头税”，最终把负担又转嫁给了

消费者，这有悖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

收政策，有悖于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

生的大政方针政策和关注民生的要义。

在物价普遍上涨的当下，国家通过各种

手段平抑物价、稳定物价，并采取一系列的

惠民政策，做利民之事，谋为民福祉。有一

句人人皆知的话叫做改革发展成果与民同

享。如果把“馒头”比作发展成果，那么民众

享受的却是“带税的馒头”的苦涩与尴尬。

小小的馒头，却承载着民生之重。畸

高的“馒头税”，承载着民生之愁。它凸显

的是关注民生的细节被人们所忽视。一面

是国家的惠民政策在普度众生；一面是关

注民生的细节关爱被一些僵化的陈规戒律

所解构，民生实惠从而大打折扣。这对弱

势群体来说，不是一个福音，而是一种不和

谐的“杂音”。小小馒头，里面有着关爱民

生的大文章，关注民生就是要从降低“馒头

税”之类的小事做起。改善民生，就是多从

惠民的角度出发，不让老百姓“吃亏”，让

他们吃上“不带税”的馒头，这才是民生的

“富强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