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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自己高考全省排位后，如何快
速定位适合自己的大学？如何选择专
业，才能让自己的分数既不浪费，又能
确保被录取？近日，两位年近八旬的
老人和两名大数据专业的博士帮全省
70多万考生做了一项“大工程”——他
们依据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数据，整理
出近两年在广东招生的不同高校专业
组投档最高分录取排位，以及专业组
投档最低分录取排位，制作了全面系
统的高校文理科录取排位表，授予《羊
城晚报》发布，以飨广大考生。

通过分析 2021、2022 年专
业组录取情况，张元亮认为，
当前院校专业组录取有三个
新特征。

特征一：优质名校的不同
专业录取排位位次拉大。过
去，考生追求的是能否被名校录
取，至于录取到学校的什么专业
则处于被动状态；而在这两年，
考生们则是怀揣目标专业去选
择学校，于是优质名校的各专业
录取排位位次就被拉大。

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该
校 2014 年至 2020 年每年在广
东录取考生最低排位是192位、
197 位、183 位、138 位、139 位、
115位、128位。但是2021年新
高考之后，学校录取的专业排
位随即发生了变化。

2021 年，上海交通大学在
广东招生设置了三个专业组
（总录取人数有增加），计算机
类的 202 专业组录取最低排位
为125位，与往年相似。而工科
试验、海洋、材料类等 203 专业
组录取的最低排位则为998位，
两个专业组排位差出873位。

2022 年，上海交通大学在
广东招生仍设置了三个专业
组，最高分专业组投档最低排
位为111位，而最低分专业组投

档最低排位961位，两个专业组
排位差出850位。

特征二：老牌学校的老牌
（名牌）专业录取排位上升。所
谓老牌学校，即上世纪 80年代
之前我国就有的本科学校，全
国约有500所（其中全国重点大
学有 98 所）。这些学校有着悠
久的办学历史，在长期的办学
过程中，形成了一批我国高校
中同类专业的强专业。这些专
业较早地获得了办学的博士点，
甚至拥有着国家的重点学科。
培养的人才专业技术水平高，在
国内拥有良好的就业声誉。

往年，在先选学校后选专业
的录取模式下，考生及家长更多
关心的是学校的“整体”声誉。
一般的老牌学校则很难进入全
省高校录取排位的前 150 位。
而在这两年，一批老牌学校的老
牌名优专业组则力压众多优质
名校的专业组，进入了全省高校
物理类录取的专业组最高分排
位的前150名之中（全省参加物
理类录取的高校有近900所）。

如 2021 年，南方医科大学
本硕博连读临床医学 206 专业
组以643分高分投档（最低排位
4311 位）力压国内大批优质名
校，在全省参加录取的物理类
各高校专业组最高分投档排位
中位列第 27 位，与名校西安交
通大学最高分专业组仅差1分。

特征三：普通专业与名牌
专业合并，新组建的专业组整
体录取排位下降，反之则上升。

2022年，厦门大学校本部设
置了四个专业组，将传统的文科
类专业（如中文、外语、法学、工
商管理等）与学校的热门强项专

业经济学类专业合并，于是新组
建的 210 专业组投档排位整体
下降，排位变为6380位。

2022 年，重庆医科大学将
学校的临床医学与其他13个医
学类专业合并，新组建的204专
业组投档排位大幅下降，排位
变为 44872 位。甚至还出现了
招生录取低于学校中外合作专
业录取排位（29085 位）的少有
现象。

反之，2022年，中山大学专
业组重组，由 2021 年的三个专
业组细分为十个专业组。同时
又对专业组中的专业进行了部
分归类，学校投档结果随即发
生较大的变化。如 205 临床医
学（8 年）专业单独成组，投档最
低排位为 838 位（比 2021 年 203
专业组提升 6453 位），并首次实
现专业组录取排位进入到全省
高分最低排位的12名。

再看中大210专业组，该专
业组包含基础医学、预防医学、

法医学、药学 4个专业，由于这
些专业相对冷门，2022 年，210
专 业 组 投 档 最 低 排 位 变 为
13023位，创造了学校投档录取
排位的最低纪录。综上可以看
出，专业组细化后，录取排位出
现两极分化。其中，205专业组
与 210 专业组录取排位差达
12185位，充分显示了考生对所
学专业的不同追求。

认识学校特点，把握选报
策略，是每一名考生填报志愿
时应该了解并掌握的基本知
识。张元亮认为，考生要关注
学校的整体排名，更要关注的
是所要就读的某一专业在全国
的专业排名，好学校有弱专业，
次学校也有强专业。“那些1981
年首批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
高校，拥有国家重点学科（专
业）的高校，就是有着全国学科
（专业）办学水平较高的高校，
他们应该是考生选报志愿时的
首选目标。”

填报志愿怕滑档？
近八旬老人制作超实用指引来帮你

这份录取排位表的作者之一
叫张元亮，他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
始先后在广东省高等教育厅、广东
省教育厅从事基建财务、高教研
究、教育纪检监察审计等工作，任
处长、高级工程师。虽然张元亮已
退休 18 年，但出于对高等教育的
热爱和情怀，一直“退而不休”，密
切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相关工作，近
年来和太太晁丽娜出版了多部广
东高考填报志愿指引著作，堪称高
等教育研究专家。

此次交给《羊城晚报》发布的《全
国普通高校2023年在粤招生志愿填
报指引》（以下简称“填报指引”），正
是两位老人和两名大数据博士的心
血之作——今年，四人根据广东省教
育考试院公布的专业组录取数据，整
理出不同高校专业组投档最高分录
取排位，以及专业组投档最低分录取
排位，制作了全面系统的高校文理科
录取排位表等资料，非常便于考生根
据排位填报志愿。

为什么要做这份填报指引？
原来，当前考生填报志愿主要依靠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广东省招生办
公室组织编写的《广东省 2023 年
普通高等学校志愿填报指南》和
《广东省 202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
生专业目录》，前者用于了解广东
省 2023 年夏季高考相关政策以及
2022 年夏季高考各类招生院校录
取情况，后者用于了解广东省2023
年在粤招生高校普通类或体艺类
招生专业组及招生专业具体情况。

上述两本书均为高考填报重要
工具书，以高校为单位进行排序，但
考生需要反复检索目标高校不同专
业的往年排位，耗时耗力。因为当
前考生要以院校专业组为填报志愿
（一个院校专业组即为一个独立志
愿），录取规则为按专业组确定投档
最低分。这就意味着，同一所高校
的不同专业组投档分可能差距甚
远。而这份填报指引是以高考排位
来排序的，就如同一份“索引”——
考生根据自己的高考成绩及其在全
省排位，分别对照各校最高、最低专
业组排位，就能查看到自己能否进
入所选的学校专业范围，进而再参
考省考试院编排的两本志愿填报用
书，一目了然，省时省力。

比如，某历史类考生今年全省排
位1000名。通过填报指引可知，近
两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四川大学专
业组投档最高分排位均在 1000-
1300之间，由此大致判断今年填报
上述学校几乎稳进；而这个排位在中
山大学只能达到该校专业组投档最
低分，所以报考中大要“冲一冲”。

填报指引另一作者晁丽娜透
露，编排此书时，为力求数据准确，
文稿几经校对。两位老人尽管年事
已高，仍不敢懈怠，用一把尺子反复
前后比对，唯恐错行、漏行。张元亮
表示，填报指引是指导今年高考考
生快速准确填报志愿的工具书，为
了服务考生、服务社会、关心公益事
业，两人将心血之作公布于高考策
特刊，供广大考生扫码使用。

填报指引帮考生填报志愿省时省力

院校专业组录取呈现三个新特征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对于
许多无法出国却又倾向于国
际化教学环境、希望感受国
外教学理念与模式的学生，
不失为一个好选择。每年，
都 有 不 少 中 外 合 作 办 学 机
构 、项 目 被 教 育 部 批 复 开
办，也有部分机构、项目被
终止办学。广大学生和家长
在做选择时还需擦亮眼睛，
谨慎选择。

教育部提醒，在就读中
外合作办学时，首先应注意
关注所就读的中外合作办学
机构或项目是否是经过合法
审批。其中，新批及已完成
复审省市通过复审的本科以
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
（包括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
作办学项目与机构）名单，
通过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
管工作信息平台、教育部网
站、教育部教育涉外监管信
息网予以公布。学生和家长
可以登录以上网站，以确认
就读机构与项目是否合法。

其次，应关注该校实际
办学情况，尤其是教育教学
质 量 高 低 。 学 生 和 家 长 可
以 通 过 向 在 读 学 生 询 问 等
多 种 方 式 了 解 实 际 办 学 情
况，如入学标准、师资配备、
教授课程 、办学地点、教学
基础设施等。另外，要关注
和了解毕业生（如果已有毕
业学生）的就业情况，除了
解就业率，还应该关注毕业
生到哪些单位、公司工作，
必要时向相关单位确认有关
信息。

并且，还应注意判断学
校的招生宣传与实际办学情
况是否一致。学生和家长可
以考察学校招生宣传中的办
学地点、办学特点、师资教
学 情 况 、收 费 项 目 与 数 额

（须由中外合作办学所在地
省政府批准）、招生人数等
情况。

学生和家长还可以关注
该院校的招生标准和招生计
划。按照规定，实施我国高
等学历教育的，须按照同地
区同批次计划内录取，降低
批 次 录 取 是 违 反 国 家 规 定
的 。 实 施 外 国 教 育 机 构 学
历、学位教育的，其录取标准
应当不低于外国教育机构在
其所属国的录取标准。一般
来说，录取标准比较低，录取
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办学
质量很难保障；录取标准高，
办学质量才有可能更好。

除了对院校的评估和检
查，在报考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时，还应注意学生自身具备的
语言条件。许多中外合作办学
项目会安排外籍教师全英文授
课。若学生英语能力较低，可
能会面临较大的学习压力。如
果在学习后期阶段需要出国，
则对英语的要求更高。

部分中外合作办学要求
学生的英语单科达到一定成
绩才能填报志愿，如宁波诺
丁汉大学要求学生的高考英
语单科成绩（满分 150 分）不
低于 115 分，若报考英语专
业，高考英语单科成绩原则
上不低于 120 分；上海纽约
大学要求学生提交多邻国、
托福、雅思等英语成绩作为
申请材料；温州肯恩大学要
求普通类专业考生高考英语
单科成绩（满分 150 分）须达
到 110 分及以上，如符合英
语 单 科 成 绩 要 求 的 生 源 不
足，可酌情降低英语成绩要
求，最高降分不超过 10 分，
美术类专业考生高考英语单
科成绩（满分 150 分）须达到
95 分及以上。

多所高校实现合作办学
升学将有更多选择

日前，教育部对2022年
下半年各地上报的合作办学
机构和项目进行了评审。根据
评议结果，批准共计16个本科
以上的合作办学机构和25个
本科以上的合作办学项目。据
统计，2023年新增合作项目
总计划超4000人，新增合作办
学项目的开设专业包括产品
设计、朝鲜语、大数据管理与
应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等。在加强教育对外交流与
合作的背景下，多所高校在合
作办学建设上实现新突破。

2023年，多所高校依据
学校自身的特色及强势学科
或专业，与境外高校强强联
合，开设校内首个合作办学

机构或项目。例如，今年广
东海洋大学与俄罗斯圣彼得
堡国立海洋技术大学合作，
开设广东海洋大学首个中外
合作办学机构“广东海洋大
学圣彼得堡船舶与海洋技术
学院”，将为全国海洋事业发
展和广东省海洋强省建设提
供人才和科技支撑。

兰州大学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英方设计理念相融
合，集聚中英双方优质教育
资源，与英国威尔士三一圣
大卫大学 (UWTSD)合作举
办的威尔士学院是兰州大学
首个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该
学院将从今年开始招生，其
中涵盖环境设计、视觉传达

设 计 两
个 本 科
专业方向
和艺术设计
硕士研究生专
业方向。

除上述高校以外，还有
河南理工大学与爱尔兰利莫瑞
克大学合作举办的非独立法人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河南理工
大学利莫瑞克国际学院”、郑
州大学与新西兰惠灵顿维多
利亚大学合作举办的非独立
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郑
州大学惠灵顿学院”、陕西
财经职业技术学院与韩国全
北大学合作举办的中外合作
办学机构“陕西财经职业技
术学院全北学院”等。作为
首次开办的中外合作办学机
构，这些学院对于推进学校
国际化办学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

由此可见，多所高校正
乘着教育部大力支持中外合
作办学的利好政策，逐步实
现本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或
机构“零”的突破。这不仅有
利于国内高校在优秀理念

“引进来”与人才培养“走出
去”中实现自我发展，也为多
数填报高考志愿的学生与家
长提供更多新的选择。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
育融合发展趋势广受社会关注，许
多港澳名校在大湾区建立了不少
新校区，让高等教育建设更加开
放、更加国际化。目前，在国家政
策与规划的支持下，港澳高校进驻
内地加强合作、融入大湾区高等教
育发展的意愿更加强烈。

根据《广东省教育发展“十四
五”规划》，到2025年，将新建3-
5 所粤港澳合作办学机构，新设
3-5所不具法人性质的合作办学
机构和联合研究院。今年，香港
科技大学（广州）将首次招收本科
生。与此同时，香港理工大学（佛
山）、香港都会大学（肇庆）、香港
大学（深圳）还在建设中。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是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之后
首个内地和香港合作办学计划。
该校将于 2023 年起开展本科教
育，面向广东、四川、河南、山东四
个省招生，录取批次为本科提前

批；学校在高考提前批次按照普
通高考录取模式，完全依据考生的
高考成绩择优录取。预计从2024
年开始，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本
科招生范围将扩大到全国。

经教育部批准，该校首批招
收 3 个本科专业，分别为人工智
能、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智能
制造工程。学校按照大类培养，
本科学制四年，入学时不分专业，
大二结束时学生可在 2023 年设
立的3个专业中选择专业。

据了解，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采用全新的、融合学科的学术架
构，以“枢纽”（Hub）和“学域”
（Thrust）取代传统学科学术架构
的“学院”和“学系”，推动学科交叉
融合，同时大力发展新兴学科和前
沿学科，在全球高等教育界是一项
创举。香港科技大学（广州）与香
港科技大学在“港科大一体，双校
互补”的框架下开展合作，共同构
成“香港科技大学2.0”。

新突破
提
醒
提
醒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申请就读要注意这些

近年来，为切实落实教育为
民，回应社会关切，教育部大力支
持部分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为学
生提供“不出国的境外求学”，实
现“在地国际化”教育模式，合作
办学逐渐火热。这类院校的录取
分数线较低，且毕业后能够拥有
国内和国外两所大学的毕业证书
或学位证书，因而受到很多考生
和家长的关注。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实习生 梁欣雨

多所高校实现中外合作办学新突破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打造合作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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