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等级影响学生留学和就业

“985”最受青睐

法制晚报讯 11月 21日，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2014年省部共建地方高

校工作研讨会”中提到，今后更多的国家重大项目将会破除“985”、“211”等

身份壁垒，在支持范围、遴选条件等方面对地方高校一视同仁，更加注重绩效评

价。这一消息让占高校学生总人数 90%以上的非“985”、非“211”学校的学生

看到了一线曙光。

虽然教育部已经明确表示，不存在废除“985工程”、“211工程”的情况，

但是“‘985工程’、‘211工程’是否应该被取消”这个话题依旧备受争议。

其中，由于高校划分等级使得学生在留学和就业中受到区别对待，是大多数人支

持废除的主要理由。

差异

高考作为目前中国大多数学生进入“象牙塔”的一个评判标准，将各省区市

的考生进行分批次录取。分批次录取有利于高招录取工作有序进行，但高校的等

级划分也使得不同等级高校的学生在教学资源和毕业出路等方面存在较悬殊的

差异，比如科研经费、师资力量不均衡，留学认可度差异大，就业歧视等等。

国家资金投入不平衡 师资水平差异悬殊

列入“211工程”的院校仅有 112所，在 782所公办本科院校中所占比例不

足 15%，在 2246所普通高等院校中所占比例不到 5%。从教育部统计的高校科

研经费数据来看，在 2009-2013年的 5年间，政府拨付的全国高等院校科研经费

共 2647.69亿元，其中 211院校享有了经费的 72%。

同时，这些高校所在的地区也呈现出高度的不平衡之态，北京（26所）、

上海（9所）、江苏（11所）三省市集中了 41%的 211院校，而广西、云南、甘

肃等中西部地区和河南等人口大省却仅有一所 211院校。“河南虽然大学多，但

是 211院校只有郑州大学一所，感觉省内被公认的好学校太少，所以更多学生选

择去外地上学。”现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的代金超说。

除了国家资金投入不平衡外，不同等级的学校之间还存在师资水平差异悬殊

的问题。



“因为目前中国大学格局中存在的人为分级现象，相同的薪金待遇水平下，

211院校所提供的平台和资源对教师的吸引力会更大，而优秀的师资会更加促进

学校的学术研究。这种循环促进使不同等级的学校师资差距越来越大。”河南大

学法学副教授樊涛说道。

分类

按性质分五个等级 “985”、“211”最受青睐

根据教育部公示的全国普通高校名单，截至 2014年 7月 9日，普通高等院

校已经达到 2246所，公办本科院校有 782所。

根据高校举办者划分为：中央部门（教育部和其他部门）所属院校、地方（教

育部门、其他部门和地方企业）所属院校、民办院校；根据高校性质划分为：提

前批院校、本科院校（一本、二本、三本）、高职（专科）院校。

其中，根据高校性质划分是学生在填报志愿时最为重要的参考依据。提前批

院校（艺术、体育、外交、军事类院校以及香港院校）优先单独划为一项。

一本院校

一本院校又被划分为 211院校和非 211院校。211院校是在 1995年正式启

动的“211工程”下的 112所高校，其中覆盖于 2006年启动的“985工程优势学

科创新平台”下的有 33所院校。代表院校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

非 211院校和 211院校一样作为一本院校在同一个招考批次中，但部分省区

市在招录时会要求学生将 211院校和非 211院校分开填写。代表院校有河南大学、

北京语言大学等。

二本院校

二本院校是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通常是指各省区市在招生录取时安排在第

二批录取的院校，由于各省区市的招录情况不同，就可能会和非 211院校有所重

叠。二本院校作为普通本科院校，以省区市直属高校居多，其中大多数为公办院

校，也有少量的民办院校。

三本院校

涵盖独立学院、民办院校和中外合作办学院校，依托正规的公办本科院校办

学，形成自身的办学特色，尤其是中外合作办学的部分学科推出国外交换学习的

方案。同时这些院校有着较为雄厚的建设资金，但是其学生入学费用也相对较高。



截止到 2014年 6月 18日，教育部公布的独立院校共有 283所，代表院校有南开

大学滨海学院、河北大学工商学院等。

高职（专科）院校

包括高等职业院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属于大专层次。教育部规定要按高等职

业技术教育的要求，以培养技术型人才为主要目标，在完全中等教育的基础上培

养出一批具有大学知识，而又有一定专业技术和技能的人才。教育部 2013年调

查数据显示，全国高职（专科）院校共有 1297所，其中多为地方所属院校。

留学设等级门槛

就业衍生“名校情结”

国外大学在选择交换留学项目的合作院校时，多会倾向于选择“985”、“211”

学校，所以每年的交换生中，处于“上层等级”的高校学生可以选择的国外学校

及专业不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略胜一筹。天津外国语大学一名英语专业的学

生说：“虽然同样是语言类学校，相比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我们每年交换生的名

额和可选的国外学校都没有他们多。”

而硕士阶段的留学申请更是对不同等级学校学生的平均分提出不同的要求，

也有学校提出优先考虑 211院校申请者。北京语言大学的张入月正在为申请留学

英国计算成绩，“且不说选择学校机会的多少，有学校要求非 211院校学生成绩

在 87分以上，文科专业成绩不可能很高，很多非 211院校的学生就无缘该校”。

除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和地区的高校也对不同等级的国内高校

学生提出类似的申请资格限定。

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就业是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一些用人单位会在招聘信

息上标注“只招收 985、211高校学生”、“一本学生优先考虑”等条件。“北

语是学院路几大高校里唯一一个非 211院校。”北京语言大学教师郭睿谈到，“虽

然在我看来，北语一些优势学科的学生很不错，但是如果以 211为界限，也会输

给地大、矿大的文科学生。”用人单位的“名校情结”给一部分学生带去机遇的

同时，也给另一部分学生带来了就业“鸿沟”。

除了就业机会存在差别，在工作的福利待遇上也存在不同。正如最近在广东

的招聘会上出现的起薪差别，根据院校的不同等级，相同学历的起薪相差 4000

元。“虽然说实际工作中还是看能力提升自己的工资，但是工作刚起步就存在硬



性规定的差距也不合适。”一名毕业于北京印刷学院印刷工程专业的学生说。

很多学校都会利用自身的校友资源来为学生提供就业机会，在北京科技大学

就业指导中心的程海雨老师看来，“一般来说，重点大学更容易发展、利用合适

的校友资源。”

观点 设立高校等级无可厚非 竞争环境应平等

河南大学

法学副教授樊涛

大学的学术是自由而平等的，人才的培养是潜移默化的，高校应该根据自身

的实际情况来培养人才。最近教育部也在做一些调整，我们希望未来国家可以根

据需要和高校的专业特色进行资金投入，使高等学校之间竞争的环境更加平等，

学生求学、就业以及学校招生能够更加透明。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学生徐松挺

国内大学一本、二本这样的分类影响的不仅仅是大学的经费来源和数量，还

有大学的知名度、科研能力、师资力量。科研教学经费要更加平等地分配，也要

透明，不能在强者越强的同时让弱者越弱。

北京语言大学

学生苟于清

即使像国外一样没有“985”、“211”工程，也还是存在大学的排名。“211”

工程是应该设立的，但一劳永逸却不符合逻辑。建立约五年一次的阶段性考核，

根据考核结果公布新一期的项目高校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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