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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华大博雅学术专著·高考改革研究丛书：高校招生考试政策研究》在对我国从民国至今以及美
国、英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的高校招考政策进行历史考察与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高校招
考政策的三个实质问题：一是谁来分配高等教育八学机会。
依据三元结构理论与权力理论，论著提出在政府主导下，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高校招考权必然向地
方政府、高校和社会招考组织渐进适度转移的观点；二是高等教育八学机会分配给谁。
论著借助阶层再生产理论和公平规则体系对工农阶层优惠八学政策、高校委培与自费生政策、高校自
主招生政策、保送生政策以及高考加分政策分别进行深八研究，提出在渐进式社会转型中不同阶层获
得高等教育人学机会具有明显再生产特征的观点；三是如何分配高等教育八学机会。
根据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提出高校招考制度并非是人之理性设计、而是经过试错与积累演化生成
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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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高校招生考试政策的主体及其合法性　　在哲学上，主体的概念有三种用法：一是本体论
中的主体，指运动或属性的承担者或物体的主要部分；二是认识论中的主体，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承
担者，一般与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对象（客体）对应使用，具体是指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人或组织；
三是逻辑学中的主体，指逻辑判断中的主语、主词①。
这里所指的高校招考政策主体是指上述主体概念的第二种用法，即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
张新平认为教育政策的主体问题主要是解决教育政策的所属问题，包括“谁的政策”和“谁制定的政
策”两大问题②。
“谁的政策”就意味着广义的政府（包括中央与各级党委、全国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各级人民政
府）是政策的主体，这是政策的决策主体。
而“谁制定的政策”则意味着教育政策的主体除了包括决策主体外，还包括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作
为专家和智囊的咨询主体以及作为政策执行者的参与主体。
因此，教育政策的主体包括决策主体、咨询主体和参与主体③。
这里所指的高校招考政策主体主要包括决策主体、参与主体和咨询主体，分别指广义的政府、高校和
社会招考组织。
按照公共管理理论，高等教育人学机会属于公共物品。
为了提高供给效率，公共物品尽可能由多个主体提供。
因此，从三元结构理论看，政府、高校、社会招考组织都可以分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政府与高校、
社会招考组织之间的权力配置属于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的权力格局演变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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