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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院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遥曾任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处长尧副司长遥长期
从事高校考试招生组织管理工作袁对教育考试招生政策尧理论有较为
深入的研究遥

网上录取院高校招生方式的一次革命性变革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 姜 钢

1998年袁教育部制订了叶面向 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曳遥 叶计
划曳特别强调袁为了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袁迎接信息技术快速发
展和知识经济给人类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的新挑战袁 要加强教育信息
化建设遥 其中第 21条明确指出袁要利用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建
立全国大学生招生远程录取尧计算机学籍管理尧毕业生就业远程服务
一体化的信息系统遥

1977 年我国恢复高考
后袁报名和录取等工作多年来
均采用手工管理方式袁既要投
入大量的人力袁又费时易出差
错袁同时也给招生腐败提供了
一定的土壤遥随着互联网技术
快速发展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推动高考录取方式的改
革已有了现实可能遥 1998 年
10月 14日袁时任教育部副部
长周远清同志到清华大学计
算机系袁在听取野全国普通高
校招生计算机管理系统冶课题
组的工作汇报后袁 提出了要
野用三年时间基本完成高校招
生系统软件的研制和全面推
广使用袁实现网上录取冶的总
体工作设想遥在他的指导关心
下袁教育部高校学生司组织有
关专家和省级招办负责人成
立了总课题组袁时任司长瞿振

元同志任组长袁清华大学教授
王诚任总工程师遥同年 12月袁
学生司在天津召开了野全国普
通高校招生计算机网上录取
总课题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冶袁
确定了网上录取系统建设的
基本框架袁 要求做到信息编
码尧考生基础信息尧同级工作
界面尧高校录取软件野四个统
一冶遥 此后袁学生司组织了 10
多个省级招办的工作人员与
清华大学的技术人员一道袁苦
战半年袁初步完成了网上录取
系统原型的研发袁 并于 1999
年组织北京尧 天津尧 辽宁尧上
海尧广西尧四川尧福建尧湖北尧重
庆尧云南等 10个省渊区尧市冤和
199所高校实施网上录取遥 当
年网上录取总数达 20 万人袁
其中远程网上录取了近 10万
人遥在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

网渊CERNET冤的大力支持下,
天津还实现了远程录取院校
及人数野双过半冶遥试点工作首
战告捷袁为全国实现网上录取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1999 年高考录取结束
后袁学生司在成都召开了野网
上录取试点单位工作总结暨
总课题组第四次工作会议冶袁
明确了 2000年全国网上录取
工作要实现野三个过半冶的总
目标袁即参加网上录取工作的
省份过半袁 参加网上录取试点
的高校数过半袁 通过网上录取
招生的新生总数过半遥 2000年
这一目标顺利实现后袁 学生司
又组织力量进一步完善了网上
录取系统软件和网上录取安全
解决方案遥2001年袁经过战线全
体同志的共同努力袁 基本建成
全国高校招生网上录取系统遥

2001年袁高考网上录取应
用系统软件通过了教育部组织
的鉴定和验收袁并获得野2001年
度中国高校科技进步二等奖冶遥
鉴定专家一致认为袁野普通高校
招生网上录取实现了录取方式
的根本性变革袁 以纸介质档案
信息流转为基础尧 人力密集型
的招生管理模式已转变为以计
算机网络技术为支撑尧 以电子
化信息流转为基础尧 技术密集
型的招生管理模式遥 冶专家们对
网上录取推动高校招生改革和
管理给予了充分肯定遥

此后袁网上录取工作不断
改进和深化遥到 2002年袁全国
普通高校招生基本实现了网
上录取远程化袁结束了高校必

须到各省市考试机构驻场录
取的历史遥 这年夏天袁总课题
组在哈尔滨召开了第十次工
作会议袁瞿振元同志和继任司
长林蕙青同志参加了会议遥这
次会议既是两位领导的工作
交接会袁也是对全国网上录取
阶段性工作的总结会遥随着网
络技术的发展和新问题的出
现袁从 2003年开始袁网上录取
建设工作的重点转向加强系
统安全袁总课题组陆续多次对
系统进行了安全升级改造遥
2006年教育部启动并实施了
野高校招生网络安全畅通工
程冶袁 通过给用户配备中国教
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渊CER鄄
NET冤的真实 IP地址和域名袁

保证了教育部尧 省级招办尧高
校招生主管部门的网络应用
与服务的安全畅通遥这一措施
在 2009年的野7窑5事件冶后袁对
于确保新疆高校招生录取工
作的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2007年袁在财政部和有关技术
部门的支持配合下袁网上录取
工作又成功实施了 野密钥工
程冶袁 即建设全国统一标准的
网上录取硬件网络身份标识
系统袁 对具有招生资格的学
校袁 统一发放招生准入密钥袁
将过去人工输入用户名尧密码
的认证 系 统 升 级 改 造 为
USB-KEY 双因子硬件身份
认证系统袁进一步保障了网上
录取系统的安全尧平稳运行遥

回顾尧总结网上录取
改革袁其成绩和经验主要
有四个方面院

1.网上录取改革是推
动高考改革的成功范例遥
1999年实行网上录取后袁
我国高校招生工作管理
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遥
从一定意义上说袁没有以
网上录取为龙头带动高
校招生信息化的发展与
建设袁招生工作就不可能
适应考生人数和录取人
数不断增长的需要袁就不
可能有效地保证考试和
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遥
2005年开始实施的高校
招生野阳光工程冶之所以
老百姓满意尧 社会赞誉袁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
信息公开袁网上录取高度
实现了招生工作的信息
化和数字化袁为招生录取
信息公开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袁为从制度和机制上
逐步建立尧完善与我国社
会发展相适应的更加公
开透明尧公平公正的高校
招生工作体系提供了保
障遥 可以说袁网上录取改
革是高考改革历史的必
然选择遥

2.网上录取改革引领
并带动了考试招生业界
的信息化建设遥在网上录
取改革的带动下袁全国各
省渊区尧市冤的普通高考尧
成人高考等均实现了网
上报名尧网上评卷尧网上

录取曰硕士生招生实现了
全国统一网上报名以及
统考科目的网上评卷遥
高校招生计划管理升级
为在互联网统一平台上
进行来源计划的编制尧审
核和下达工作遥 在新一
轮高考改革中袁网上录取
软件的升级改造又为浙
江在 2017年按专业要学
校投档的试点提供有力
的保障遥

3.提高了招生工作以
及工作人员的管理水平遥
网上录取的成功经验给
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袁
技术是推动改革特别是
管理水平提高的重要手
段袁反过来袁改革的深化
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袁更需
要技术的进步做保障遥在
招生战线上袁一大批通过
网上录取培养起来的懂
技术尧善管理的同志已走
上不同的领导岗位袁在加
强考试招生管理尧推动改
革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
用遥

4.领导重视尧科学决
策尧专家支撑尧上下同心
协力是网上录取改革成
功的关键遥网上录取改革
的初期和实施过程中袁遇
到了经费少尧网络运行环
境和相关条件差尧技术力
量不足等诸多问题遥面对
种种困难袁教育部主管领
导和司局领导亲自挂帅袁
指导和部署工作袁协调有

关部门密切配合袁极大增
强了全战线实施网上录
取改革的信心和凝聚力遥
作为技术支撑的清华大
学课题组联合有关省级
招办工作人员组成开发
团队袁 夜以继日地工作遥
天津尧广东尧广西等地领
导高度重视袁 率先试点袁
做出表率袁提供经验遥 各
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的工
作人员积极参加总课题
组的研制尧开发尧测试工
作袁在录取工作期间兢兢
业业尧任劳任怨地辛勤工
作袁确保了网上录取工作
的平稳尧顺利进行遥 作为
为网上录取信息传输提
供保障的中国教育和科
研计算机网渊CERNET冤袁
为了确保录取期间的网
络畅通袁每年都做出切实
可行的技术方案袁并及时
解决出现的传输及安全
问题袁有效保证了录取期
间的网络正常运行遥

网上录取模式改革
的成功是集体智慧的结
晶袁是考试招生战线以及
相关部门相互配合尧共同
努力的结果遥这一改革得
到了教育战线和全社会
的高度认可和赞扬遥高校
招生网上录取以及由此
推动的高校招生信息化
建设的成功经验袁充分体
现了现代科学技术在高
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中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遥

全国高校招生网上录取系统基本建成

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录取远程化基本实现

成绩与经验

渊本文已收入教育部考试中心恢复高考 40年纪念文集叶我与高考改革同行曳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