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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 

多地收紧少数民族高考加分 

李焕宇 
观察者网https://mp.weixin.qq.com/s/hYDM49bIziytjA9UoO1wXA（2021-3-31） 

 

少数民族的高考加分会取消吗？ 

2015 年，时任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司长毛力提曾表示：“最终的目标肯定是不加分，但取消

高考加分还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尽管精准预测确实困难，但这一进程的推进速度确实是肉眼可见。 

今年 2 月 4 日，江苏省宣布自 2021 年取消少数民族高考加分；3 月 29 日，有少数民族人口

全国第四多的贵州省宣布，未来 5 年内逐步取消民族自治地方外大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高考加

分。仍有加分的地区最终加分分值也将削减至 5 分。而且考生本人要经户籍、学籍、实际连续就

读经历“三统一”的严格审核。 

观察者网梳理发现，自国家在 2014 年公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和《关

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意见》以来，已有多个省份陆续调整少数民族加分项

目。2020 年，黑龙江、辽宁、安徽、福建 4 个省份相继宣布将逐步取消少数民族加分项目。 

总的来看，各地政策调整有两大趋势： 

一、严格落实享受加分的考生 3 年完整户籍、3 学年完整学籍以及连续 3 学年实际就读经历

的“三统一”，打击各类“变更少数民族身份”、“高考移民”等“搭便车”行为； 

二、对加分适用范围进行精确到县、乡甚至村级的调整，确保能够让加分真正作用于存在较

大教育差距的民族地区。 

少数民族高考加分的初衷是落实国家民族政策及对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区域给予适当补偿，促

进教育公平、社会公平。但对于在教育水平相对发达区域就读的学生，他们在享受良好教育的同

时，又获得较高的加分。甚至还有学生为了高考加分而变更民族。这都不符合教育公平原则，不

符合当前国家对普通高考加分政策的新要求。 

正如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所说：“少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 

贵州、甘肃精调加分范围 

相比于其他内地省份，拥有 1000 万以上少数民族人口，且总体呈现出各民族大杂居、小聚

居格局的贵州省在此次调整中对两大趋势的体现最为充分。 

 
2021 年 3 月 29 日，贵州出台《贵州省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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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贵州以县（市、区、特区）为单位，将加分区域分为三类，且区域内所有少数民族考

生都要满足“三统一”条件： 

一类包括贵阳市云岩区、南明区、花溪区、乌当区、白云区、观山湖区，遵义市红花岗区、

汇川区，安顺市西秀区。贵阳是贵州省省会，遵义是省内 GDP 第二高的地级市，仅次于贵阳。

贵阳 6 个区、遵义 2 个区和安顺 1 个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资源在省内都处于第一梯队。观察

者网查询发现，上述地区拥有着贵阳一中、贵阳实验三中、贵阳六中、安顺二中等贵州一流的教

育资源。同民族加分政策弥补教育差距的初衷不符，因此也是全省最先取消少数民族加分的区域。

2024 年起就不再执行加分政策。 

二类地区的典型代表如黔东南州凯里市，黔南州都匀市，黔西南州兴义市，三地均为贵州少

数民族自治州州府，而本地都有省级重点高中，属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中已经不存在过大教育

差距的地方。其余还包括贵阳、遵义下辖的其他县市等。因此是第二批取消少数民族加分的区

域。  

三类地区包括黔东南州、黔南州、黔西南州所辖除各自州府外的其他县（市），民族自治县。

剩下的这些地方才是真正意义上存在较大教育差距，需要加分政策扶持的地方。因此贵州保留了

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加分：所有符合“三统一”条件的少数民族考生，2022 年至 2023 年加 15

分；2024 年至 2025 年加 10 分；2026 年起加 5 分。 

 
贵州最先取消少数民族加分的一类地区（高亮区域） 

甘肃省的调整同样值得注意。 

根据 2020 年 6 月发布的《甘肃省关于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少数民

族加分项目集中于省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两州五县”（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以

及天祝藏族自治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

族自治县） 

据观察者网查询，“两州五县”中仅临夏中学在全省范围具有竞争力。区域整体较甘肃一线

高中教育水平仍有不小差距，因此尚需要加分政策扶持。 

不仅如此，从 2023 年高考开始，甘肃满足“三统一”的“两州五县”长居汉族考生和聚居

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政策调整一致，加分分值统一为 20 分，适用于全国所有高校。非“两州五县”

的民族乡（镇）考生高考加分最终将在 2029 年取消。期间，符合加分条件的少数民族考生和长

居汉族考生在 2023-2028 年须满足“三统一”的条件。 

由此可见，甘肃省精调加分制度确实是从弥补区域教育差距出发，而非以单纯的民族身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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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多地大改少数民族高考加分项目 

多地少数民族高考加分项目在去年经历了巨大的变动，不仅有 4 省宣布在未来逐步取消加

分，湖南、海南、广西等地对民族加分也进行了更加精细化的调整。 

率先启动改革的是辽宁省 

2020 年 1 月，《辽宁省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实施方案》发布，宣布喀左、阜新、新宾、

清原、凤城、岫岩、宽甸、北镇、本溪、桓仁县的少数民族考生，从 2023 年高考起，在考生统

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 4 分投档。从 2026 年高考起，取消该项高考加分政策。 

同时明确“双语”教学的民族中学毕业的朝鲜族和蒙古族考生高考加分项目为地方性加分项

目。从 2020 年高考起，“双语”考生在考生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 5 分, 仅面向辽宁省所

属高校投档时使用。从 2023 年高考起，取消该项高考加分政策。 

 
《辽宁省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实施方案》文本 

同年 5 月，黑龙江省印发《黑龙江省关于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宣布除

户籍、学籍、实际就读情况能够在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黑龙江唯一少数民族自治县）的高中

实现“三统一”的少数民族考生可以在高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 5 分投档外，其他已成为地方

性加分项目的少数民族加分项目将逐步在 2023 年高考取消。 

 
《黑龙江日报》报道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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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召开了 2020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第五次新闻发布会。省教育

招生考试院副院长、新闻发言人胡雨生称，自 2022 年起取消针对侨眷、港澳同胞及其眷属和少

数民族聚居地区少数民族考生的地方性加分项目。 

2020、2021 年符合两项地方性加分项目条件的高考考生仍具有加分资格，加分分值为 5 分，

仅适用于安徽省省属高校招生。 

10 月，福建省下发《福建省关于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工作实施方案》，宣布 2026 年起

取消少数民族考生加分政策。期间，在 19 个民族乡，以及高山和无桥梁、海堤与大陆相连的海

岛等仍享受少数民族加分的少数民族考生需有 3 年完整户籍、3 学年完整学籍以及连续 3 学年实

际就读经历的“三统一”。 

 
《福建省关于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工作实施方案》文本 

除了以上四省，还有其他地方在当年对少数民族高考加分进行了修改。 

湖南省在 7 月发布《湖南省进一步调整高考加分政策实施办法》，宣布除民族自治地方享受

全国性加分项目外，其他地方的加分项目调整为地方性加分项目，适用范围仅限省属高校，且将

逐步削减并在 2025 年最终取消。 

民族自治地方的加分政策也将逐步削减至 10 分，另外，考生需要在 2023 年后满足“三统一”

条件才能享受加分政策。 

 
《湖南省进一步调整高考加分政策实施办法》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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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在 2020 年 2 月和 4 月分别发布《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考加分调

整方案》和《海南省普通高考加分改革实施办法》，全方位削减了此前加分的具体数值，且在调

整完成后，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均需要满足“三统一”的条件。 

 
《广西壮族自治区普通高考加分调整方案》 

 
《海南省普通高考加分改革实施办法》文本，各项加分数值相比于此前削减了 2-5 分 

天津市也在同年发布《天津市关于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工作实施方案》，规定自 2023

年起，取消少数民族考生在报考天津市属高校时增加的 5 分投档。 

对于在高中阶段，从“四区”（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自治地

区，包括自治州（盟）、自治县（旗）等，转学到天津市就读的少数民族考生可以在面向本市所

属高校投档时增加 5 分投档。 

此次修改后，天津市对于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规定已经同北京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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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并未对其加分项目做出改动，不过在《重庆市 2020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

法》中，要求享受少数民族加分政策的考生从 2023 年普通高考开始，必须在高中阶段满足重庆

少数民族聚居地（含自治县、民族乡）三年完整户籍、学籍并在户籍所在区县中学连续三年实际

就读的“三统一”标准。 

其他已完成的少数民族加分项目调整的地区 

2014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大幅减少、严格控

制考试加分项目。同年，教育部、国家民委等 5 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

和分值的意见》，要求各省（区、市）严格制定加分项目设立程序，不断改进和完善相关政策，

不得擅自扩大全国性加分项目适用范围。 

从各地的政策调整状况来看，除山西省（无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外，其他省、市、自治区对

少数民族高考加分的削减、取消大多开始于两份《意见》发布之后，其中以 2015 年最为密集。 

陕西省在 2015 年发布《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取消了少数民族聚居区

少数民族考生下延 10 分投档的规定。 

同年，河北省发布《关于做好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优惠加分考生资格审查和公示工作的通

知》，取消了此前散居的少数民族考生增加 5 分的规定，将范围缩小到宽城、丰宁、围场、青龙、

大厂、孟村、滦平、隆化、平泉等 9 个民族自治县户籍且在本地报考的少数民族考生。 

浙江省在 2015 年的《普通高校招生工作实施意见》中，将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范围从所有

少数民族考生缩小到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民族乡（镇）、民族村的少数民族考生，且分值从

10 分降到 5 分。其他少数民族考生的加分政策从 2017 年起取消，期间的加分值一并缩减。 

湖北省招生办在当年的高考招生政策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调整少数民族考生加分范围，仅限

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少数民族考生（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宜昌市分别下辖的恩施市、长阳土家

族自治县等 10 个县（市））。 

广东省在 2014、2015 年两度调整了高考加分政策，不过少数民族加分项目并未变动，即报

考民族院校外的其他专科高校可在其高考文化课统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 5 分投档。 

江苏省是两度调整少数民族加分政策。2016 年，江苏加分项从“平行院校志愿中 A 院校报

考民族院校加 10 分，其他院校加 3 分”调整为，“报考省属高校加 3 分投档”。2021 年，江苏

省《关于印发江苏省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规定，取消少数民族考生报

考江苏省属高校录取时加 3 分投档的地方性加分项目。 

山东省则是一步到位。2017 年，山东发布《山东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关于调整我省高考加分

项目的通知》取消“山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其高考成绩总分低于省属高校调

档分数线 5分之内的，可以向省属高校投档，由省属高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的规定。 

同年，北京市和上海市将少数民族考生加分范围调整为“从边疆、山区、牧区、少数民族聚

居地区在高中教育阶段转学到本市的少数民族考生”，加分分值为 5 分。北京还将范围近一步限

定到仅适用于北京市属高校招生录取。 

据《北京日报》报道，新规实行后效果显著，当年享受加分的少数民族考生人数从 2016 年

的 6391 人下降到 2017 年的 4 人，降幅达 99.94%。 

江西省则是在 2019 年加入取消少数民族加分之列。《江西省关于进一步深化高考加分改革

的实施方案》规定，对经省政府批准的民族乡（贵溪市樟坪畲族乡等 8 个民族乡）和按法定程序

批准且经省有关部门向社会公示的民族村（铅山县陈坊乡长寿畲族村等 82 个民族村），少数民

族考生加分政策实行 3 年过渡期，即 2020-2022 年过渡期内加 5 分不变，自 2023 年开始不再加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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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江苏、山东等省取消少数民族加分，还是大部分省份在调整时强调加分考试必须具备

“三统一”的条件，都是对发达地区减少、取消加分，专门对教育质量不高地区大力改善教育质

量和结构的体现。 

在 2020 年，福建省有关部门在解读取消本省少数民族高考加分的决定时，很好地回应了社

会对该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的关切： 

对少数民族考生给予高考加分照顾，主要目的是落实国家民族政策及对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区

域给予适当补偿，促进社会公平。对于到户籍地以外、教育水平相对发达区域就读的学生，既享

受良好教育的同时，又获得原户籍地较高的加分，或在教育水平较高的区域就读学生，将户籍迁

移到加分区域获得高加分，都不符合教育公平原则，不符合当前国家对普通高考加分政策的新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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