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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本报记者曾找到若干位采访对象，邀请他们回过头看当年的高考，并于近期

邀请他们中的部分人更新了其中一些细节。现在，也让我们回顾一下属于他们的高考独

家记忆。

□ 本报记者 付朝欢

在我们的记者生涯中，总会不期而遇一些

令人动容的“同框”，成为记忆深处的宝贵留存。

2019年9月24日上午，在北京梅地亚中心

举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

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三位部长同台答记者问。

他们是：时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

财政部部长刘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

在回答完现场记者关于养老保险基金的相关

提问后，刘昆聊起自己前一天参观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时的所见所想。

“展馆里面安排了一个1977年高考的模拟

考场，我看了以后真是激动。”刘昆说。

“当年我就是在北京的农村考场考的大

学。”易纲随后有感而发。

“我是在1977年安徽广德考场。我们三个都

是1977年高考的。”宁吉喆紧接着补充道。

半秒钟静默后，全场响起饱含着温暖和感

动的掌声。

对于“50后”，这一特殊年份是可追忆的“燃

情岁月”。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

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

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

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前夕，恢复高考的举措，

让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

1977年，全国570万名考生参加了高考，虽

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27.3万名新生，

但是它却激励了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

加入到求学大军中去。

当年被录取的年轻人有了重新选择人生、

为国为家效力的机会。他们中，有人在平凡岗位

上发光发热，有人成为行业翘楚，还有人成为

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比如在发布会上现身说

法的三位部长。

记者在后续采访中曾遇到一对夫妻，也是

1977年参加高考。王秋云和丁浩渊老两口因考试

结缘，成为同学、同事、夫妻。“那一年的高考是中国

唯一一次在冬天进行的高考，当时还不是全国统

一卷，是分省考的。”丁浩渊至今还记得当年的语

文作文题目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两种准

备，就是考上了一种准备，考不上另一种准备。”

也有受访者遗憾没能抓住这一机会。毕竟，

当年仍有不少人受制于高考的“门槛”：“未婚，年

龄一般不超过25周岁”。2001年，教育部宣布取

消高考限制，报考普通高校年龄、婚否不限。

在2023年高考前夕，记者刷到了“41年，我

的高考没有期限”的新闻。从1983年第一次高考

失利至今，56岁的梁实一次次对高考发起“冲

锋”，共参加过27次高考，被网友称作“高考最牛

钉子户”。2001年高考取消年龄限制，又唤醒了

他的大学梦。今年，梁实决定不再执着于“双一

流”的四川大学，他想尽快实现自己的大学梦。

编者按 有 一 种 心 情 叫

“高考结束了”。当盼望已久的

这一天到来之时，大家或轻

松、或欣喜、或惆怅，不论怎

样，都是人一生当中无法抹去

的珍贵记忆。

本 报 在 继 6 月 8 日 推 出

“高考的独家记忆·我们的高考”

专 题 报 道 之 后 ，再 次 推 出

“ 你 们的高考”和“他们的高

考”专题报道，在追忆各个时

代高考记忆的同时，用数据说

话，分析了今年高考报名人数

“再创新高”背后的历史原因

和政策动力。

他们的高考
——从1977年参加高考的三位部长“同框”说起

60后：高考的确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出生在四川省凉山州的军营。从记事开

始到上大学之前，我一直在农村生活。川北农村

的生活格外封闭、贫穷、艰辛，于是我从小就有

了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

1980年的高考给了我机会。当年，我以南充

地区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四川大学录取。7年之

后，我又去了北京，成了一个北京人。

如果没有高考，我可能会成为一个农民作家。

从上小学开始，我就很喜欢阅读，只要是有字的

纸片都会拿来看。作文是那时候我表达情感的重

要途径，我的作文也经常成为课堂上的范文。

1978年初升高时，我在四川全省统考中还得过一

次作文满分。高中时，我在课余时间还组织了几

位文学爱好者写小说和诗歌，有的作品还上了中

学的墙报栏。

现在的高考和40多年前相比，显然录取率

更高了，那时的本科录取率只有3%，现如今已

达到了40%左右。当年的高考是社会阶层向上

流动，特别是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以及从普通人

群向社会精英人群流动的一个重要过程。记得

当时我拿到高考录取通知书后，整个生产队（小

自然村）里人们奔走相告，争相来贺，生产队里

还特意请来了露天电影放映队助兴，在我家门

口一次连放两场。当年的情景至今仍记得十分

真切。

现在，高考普及度已经大幅提高，高考胜出

也不必然保证就业，但高考的重要性并没有下

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大学本科或专科教育是从中学的知识

教育向大学的专业教育的重要转折，一些人尽

管以后可能还会接受研究生教育或其他职业教

育或培训，但高考后所受到的专业教育仍是以后

专业或事业的原点；二是社会整体的教育水平已

经大幅度提高，人们更加普遍地认识到接受高

等教育对于一个人成为专门人才的必要性，社

会也特别看重人们是在什么样的高校、以什么

专业为起点开始接受高等教育；三是人们的选

择更加多元化，对教育的专业化训练的需求也越

来越大，接受高等专业教育的背景是人一生中最

重要的底色和基础；四是现代社会变化的速度更

快，人们不仅需要接受高等教育，还需要在接受

了高等教育之后形成终身学习的习惯，更具有

对新知识的自我学习能力和超越专业之外认知

的兼容性，才能在新时代跟上人类社会前进的

步伐，形成真正的人力资源优势和较强的生存

发展能力。 （杨万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70后：高考是每个考生必须经历的人生涅槃
参加高考已经是 30 多年前的事了。对于

我而言，高考后上大学算是顺理成章。虽然一

般人都觉得高考前的学习辛苦，我却几乎没留

下什么记忆。虽然如此，高考仍然是人生的一

个比较大的分水岭。高考几乎是全国范围内唯一

一次在统一标准下的学力测试，之后虽不断

参加各种考试，但由于社会中的因缘际会差异

极大，再未出现这种大范围同一基准平台的

考试了。

高考后所就读的大学对于人的一生还是很

有影响的，但并非决定性的——具有决定性影

响的也许只有全国第一、第二的大学，是否毕业

于排名第三到第十重点大学对人生的影响就衰

减很多了。

大学和高中不同，由于高考的分档作用，在

大学里，周围的人都和自己在很多方面不相上

下，比高中更容易有谈得来的朋友。这种在价值

观形成阶段、心理上由未熟到接近成熟阶段的

友情往往会维系一生。同一所大学的学生在很

大程度上也比较容易产生对彼此的认同。

对于我来说，大学的文凭是之后人生的垫

脚石，是出国留学的前提，并且是终身职业生涯

的基础。有了高考，才能留学、去其他国家，才能

见识不同的文化，体验不同的生活。在这个意义

上，高考是丰富人生阅历的一个初级平台。

（姚海天 中国社科院学者）

80后：高考只是追梦路上的一个起点
1999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四川省绵阳

中学，2002年参加了高考。高中生活是我最难忘

的一段岁月，不仅是因为首次体验紧张、活泼的

集体生活，还因为日本动画片《灌篮高手》陪伴

我和同学们闯过了高考的暴风骤雨。

“请问，你喜欢打篮球吗？”动画人物赤木晴

子的提问，在打开主角樱木花道篮球世界的同

时，也激起了我和同学们对篮球的热爱。高中三

年，我们一边打篮球，一边学知识；一面备战高

考，一面体验青春生活。处于青春期的我们，一

起为了自己的梦想夜以继日地努力、奋斗。

参加过高考的人都知道，学生分两种，一种

是天才型，一种是勤奋型。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

幸，我是属于天赋不太高但是足够刻苦的勤奋

型学生，就像樱木花道那样。记得当年的语文试

卷里，必定有一道成语题。一开始，我总是在这

里丢分，因为每次题目都是新成语。为了不丢

分，我到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成语小词典，倒排进

度，每天读几页，锲而不舍。因为我知道，如果选

择放弃，比赛就结束了。后来，在高考场上，我真

的没有丢掉这宝贵的3分。

2002年 7月7日~8日，我们终于迎来了高

考。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我才看见路边的栀子花

已经开了。那年夏天，我取得了642分的好成绩，

并进入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基地班）系统学习

经济学理论知识；4年后，我选择考研，并有幸进

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继续深入学习国民

经济学。

毕业后，在社会中经历了十多年的风吹雨

打，我才明白高考是人生奋斗历程上的一道门

槛，但并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点，需要学习和

历练的东西还有很多。（杜海强 四川省商务厅）

今年的高考，大众首先关注到的是，1291

万的报名人数“再创新高”。以人口这个变量

入手，不难发现，高考人口的变化，既在意料

之外，也在国家政策的伏笔之中。

一般而言，人口自然变动对高考报名人数

具有重要影响。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迎来了

一波人口出生小高潮，与之相对应，2000年之

后我国高考报名人数持续快速增长，一直到

2008年达到1050万人的高峰后下行。不过，

2011年至今，我国高考报名人数却并未跟随

1993~2004年的出生人口下降趋势而下降，

而是保持基本稳定且在近5年来还有上升趋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在人口

变量之外，叠加了政策变量。

2012年有一件大事：大学本科扩招叫停。

在经历长达13年的大学本科扩招后，我国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不到10%迅速提

升到2012年的30%，实现了由精英教育向大

众教育的转型。但过度扩招影响高等教育质

量，因此2012年教育部发布意见，明确之后公

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

稳住本科招生规模的结果之一是复读生

的增多。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学者的一项研究，

2012年之后，复读生规模连年增长，在当年

高考生中的比例持续提升，一定程度上维持

了高考报名人数的稳定。

近年来，专升本、第二学士学位等扩招的

政策直接导致高考报名人数持续增加，尤其

中职考生和复读生人数逐年增加。到2021

年，各地中职毕业生选择升学的比例已经达

到接近七成。

那么，对于今年高考的学生们来说，报名

人数创新高是否意味着上岸“史上最难”？其

实这是一个匹配问题。尽管高考报名人数增

加，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和录取率也在稳步

增长。2022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9.6%，

根据“十四五”规划提出的目标，2025年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60%。高考本专科录取

率更是在近5年提升到90%以上，且仍在每

年增长。

□ 本报记者 蔡若愚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旗下公众号“中国发展改革”的读者群体，从年龄段分布来看，18岁以下

的读者比例不到1%，而从18岁往上，数量开始逐渐增加，到26～35岁达到一个高峰。

可以理解，18岁之前，青葱校园里的你，沉浸于琅琅读书声，尚未步入需要密切关注和理解

国家大事的阶段。但如果能早些了解中国发展改革的大事和大势，那么在面对高考时，你的视

野会更开阔、选择会更长远、心态也会更从容。

新专业 新职业
高考之后，你想好填报哪个专业了吗？专

业关乎产业，如果从产业这个变量入手，你会

发现，伴随着我国产业转型升级，高考志愿填

报的热门专业也在发生变化。

想要了解眼下的热门专业，可以借助两

份名单：一是教育部发布的高校本科新专业

名单，二是人社部发布的新职业名单。

教育部每年都会组织开展年度普通高

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和调整工作，以适应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优化人才培养结构。党的

十八大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

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措施推动下，我国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数字经济、智慧产业

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与之相呼

应，教育部近年发布的本科新专业名单中，

智慧交通、智慧水利等“智能智慧类”专业频

频上榜。

人社部自2019年以来，会同有关部门发

布了5批共74个新职业，悉数纳入去年颁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

版）》中。可以看到，新版大典对于数字经济着

墨最多——除了专业技术人员大类新增职业

主要集中在数字技术领域并专门增设了“数

字技术工程技术人员”小类之外，还首次标识

了97个数字职业。这背后，对应的是近年来

我国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态势：到 2021 年

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达到45.5万亿元，

占GDP比重近40%。

新专业名单和新职业名单，前者从入口

处回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实现了人从

基础教育人口转化为社会所需人才的第一

步；后者则在出口处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完成了社会所需人才到人才红利效应的最终

落地。

在这一链条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

热门专业此起彼伏：30年前，它可以是财经类、

贸易类，因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需要；15年

前，它可以是计算机类、土木类，因为互联网

浪潮和房地产市场的需要；而如今，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等正在成为新的“爆款”专业。

世界的 时代的
如果没有参加高考，求学的你们还有其

他路径可以选择吗？

在影响高考报名人数的变量里，留学生

数量是需要考虑的一部分。进入21世纪，出

国留学人员总数持续增长，低龄化留学一度

成为趋势，而这部分人群，就是选择了高考之

外的另一条路。

高考不再是独木桥，求学的选择日渐增

多，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与世界的联通。自

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与世界的联系

日益密切，体现在教育方面就是留学日益便

利；另一方面也在于中国人的钱包鼓起来了，

在教育这件人生大事上，更多人愿意且能够

支撑孩子的海外求学之路。数据显示，中国出

国留学人员以自费留学为主。2001年以后，

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比例超过85%，而且多

数年份在90%以上。

同时，留学的目的也逐渐多元化。早年留

学生留在国外的居多。2000年前后出国留学

人数刚开始攀升时，同期归国人数比例却一

直在 30%以下徘徊。然而，从 2009 年开始，

留学回国人数大幅上升，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回流态势迅猛，目前已有逾八成留学生

选择回国工作。留学不再是留居国外的跳板，

而是多一种求学选择、多一种生活状态、多一

种看世界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确是从容了。

百年之前，上学是少数人的事，他们“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壮志，历经几代人努力，

最终练就了一个“站起来”的中国；46年前，高

考恢复，逐渐让求知成为更多人看得见摸得着

的选择，并培养了一批各行各业的建设人才，

为中国“富起来”提供了支撑；如今，高考已是

多数有孩家庭都会面临的平常事，知识成为大

众储备，构成了中国“强起来”的深厚基础。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看清时代的大

事和大势，那么面对的无论是高考，还是今后

人生中的各种大考，都会找到最好的安排。

你们的高考
——写在2023年高考之后

人口之变 政策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