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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上手指如飞，仿佛命运
的罗盘游戏。

愈是接近截止时间，愈是静
得只能听见心跳声。最后十秒
里，一个高分考生闯入局中，如
同蝴蝶轻轻扇动了翅膀，某个排
名垫底的考生从投档里“飞”了
出去。

这不是股市交易所，这是 7
月 15日呼和浩特一家网吧里填
报高考志愿的场景。

内蒙古自治区是全国唯一
实行“动态排名、精准定位”网报
志愿模式的省份，考生在填报志
愿时就可以看到自己在填报学
校中的排名，并且随时能更改志
愿。填报时间截止时，若排名在
学校录取计划内，就能立刻得知
录取结果，反之则滑档到下一批
次。

这套系统是 2006年内蒙古
自治区招考“阳光工程”的创举，
试图解决信息差造成的不公平，
并且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果。它
足够紧张、足够透明，如同股市
一般充满戏剧性，被称为“纽交
所内蒙古分所”，围绕于此的讨
论始终没有停止。在经济学者眼
中，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经典博
弈模型；在教育专家看来，缓解
志愿焦虑，未来的方向应该是进
一步扩大学生的选择权。

6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公
布新高考改革方案，从 2025 年
起全区采取平行志愿模式，这套
运行了十几年的模式即将走向
终结。

蝴蝶的翅膀

7月15日，是内蒙古高考第
一批次志愿填报的日子，全内蒙
古的网吧迎来一年中的客流高
峰。

呼和浩特一家被某报考机
构整包下来的网吧里，百来个曲
面屏机位早已坐得满满当当。网
吧的座次是按照成绩排名的。叶
宇是整个网吧最高分，643 分，
坐在第一排的第一个机位。

在此前一天，内蒙古自治区
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发布了分时
分段填报志愿的信息：从高分到
低分，30分为一个分段，依次填
报志愿。

670分以上是第一个分段，
填报截止时间是 11点，叶宇所
在第二个分段的截止时间是 12
点，这意味着，叶宇将会是整个
网吧最早填报志愿、也是最早得
知录取结果的考生。

叶宇是一个清瘦内敛的男
生，和他一起来的还有父母和姐
姐叶洁。这可能也是网吧少有的
迎来全家老小的时刻——家长
们揣着厚厚的填报志愿书，拎着
给孩子准备的早餐，把过道占领
得水泄不通。

每个考生手边都放着一张
报考机构打印的表格。在“冲”

“稳”“保”字样后面，是提前选好
的学校和专业代码——考生们
花了数千元从报考机构处买来
的方案。

叶宇“冲”的学校是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和南京大学，他想读
计算机专业，以后从事科研。系
统只能添加一所高校，叶宇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在页面左侧，叶宇点开“查看
排名”按钮，输入验证码，还好，
排名尚在计划内。

叶宇和姐姐叶洁轮流将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四所学校以及选定的专业都试
了一遍。如果以看电影来类比的
话，8：00到 10：30之间，就像是
观众进入影院寻找座位的时间。
有闲情的观众自然可以去别的
感兴趣的“放映厅”转转，比如填
报可能根本够不上分的清北，但
不管如何，他们必须在 10：30之
前完成首次志愿填报，10：30之
后只允许修改志愿，还没有进场
的考生将被拒绝入内。

9点，系统第一次发布网报
志愿统计信息，考生可以看到各
个高校的招生计划、投档比例、
已填报人数、排名分数等信息。
此后每隔一小时，上一分段填报
截止后就会发布一次统计信息，
这对下一分段的考生来说尤其
重要——考生可以直观地看到
还有哪些学校可以捡漏儿。

操盘手入场了。十几个男大
学生换上报考机构的红马甲，替
换掉坐在电脑前的考生，绝大部
分考生的志愿填报时间是在下
午，操盘手要提前熟悉系统。

这份兼职一年只有 3天，第
一批次、第二批次和专科批次三
个志愿填报日，每天的报酬有
400元。

正式填报志愿开始后，“修
改志愿”和“查看排名”两个功能
构成了十几万人博弈的关键。理
论上，考生可以修改无数次志愿
信息，然后再点击“查看排名”，
每次操作都需要输入密码和验
证码，因此这个过程必须又准又
快。

11 点，第一分段考生填报
时间截止，属于叶宇的“战斗”开
始了。

密码、验证码、回车键……
操盘手一遍遍地修改志愿、查看
排名。一名戴眼镜的志愿规划师
突然转过身来问，“录取规则看
了没？志愿清还是分数清？”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每一次
查看排名，叶宇的名次都有变
化，直到他被挤出了中科大的计
划排名，而他在南大的排位也掉
落到了边缘。

志愿规划师猛地抬起头来
问，“如果都去不了，去华科吗？”

叶宇的父亲表情迟疑。
不等回答，规划师指挥操盘

手，“去一下华科”，几次确认华
科录取排名还是稳的，他大手一
挥，“快，回南大！”

指针接近 12 点，越来越多

人围在了叶宇一家身边。报考机
构几位工作人员的神色变得紧
张和警惕，曾经有一次，他们甚
至遇到过其他报考机构的卧底
前来打探。规划师明白，越是最
后阶段的博弈越是关键，任何差
池都可能是蝴蝶扇动的那一对
翅膀。

庞大的生态

如果问一个内蒙古考生，为
什么会选择机构来协助填报志
愿？得到最多的回答是“花钱买
一个心安”。

考生除了要直面充满变数
的操盘过程，还需要了解每所学
校复杂的录取规则。

每一年高考志愿填报结束
后，一些准高三学生的家长就开
始留意联系报考机构。

一些机构还会让学生做系
列测试题找到兴趣方向，定制志
愿填报方案。

如今，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
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行业生态。

卜泉宝 2003年在包头创办
了内蒙古最早的教培公司之一，
开始涉足高考志愿填报指导。

在内蒙古实行梯度志愿的
年代，卜泉宝只负责出具志愿填
报方案。2006 年内蒙古开始试
点网报，卜泉宝渐渐发现，仅出
方案不够，“网报的变数太大
了”，2008年，他开始包下网吧，
现场坐镇指挥。

卜泉宝分析，这一行的野蛮
生长与大量志愿填报系统开发
出现有关，输入分数，系统就能
自动匹配出学校。有人嗅到商
机，只要有一套这样的工具，人
人都能成为高考志愿规划师，最
终导致行业存在不规范现象，水
平参差不齐。

为了公平

为了根治“盲报”的顽疾，内
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试图从“信息公开”发力。

在提前两年进行小规模试
点之后，2006年，内蒙古正式实
行“动态排名、精确定位”的网报
模式，覆盖到各批次（不含提前
批）除第一志愿外的其他后续志
愿，实时发布统计信息，根据网
络情况提供实时排名信息。2008
年，本科一二三批真正实现了动
态排名网报，网报志愿模式成

熟。
这套系统几乎杜绝了暗箱

操作的可能。它将“分数公平”的
思路发挥到极致，从填报志愿到
录取结束全程公开透明，网站信
息前后可以印证，接受社会监
督。

在内蒙古招考中心对外发
布的文章中，其多次提到“以‘自
我革命’的精神，把权力关在制
度的笼子里，让所有工作在阳光
下运行。”

把更多的信息摊在阳光下，
同样符合经济学追求公平与效
率的逻辑。长期研究“匹配机制”
的西南大学副教授于同奎说，内
蒙古的高考志愿填报是一个经
典的博弈模型，考生不仅能得知
自己对高校和专业的偏好，也能
得知别人对高校专业的偏好，接
近“完全信息博弈”。于同奎表
示，“完全信息”是一个理想状
态，有助于最大限度实现公平。

在对内蒙古网报志愿模式
的讨论中，有一个问题常被提
及，为何十余年来没有一个省份
借鉴内蒙古的网报模式？一个常
见的回答是，恐怕难有服务器能
承载高考大省的学生同时填报
及更换志愿。

为此，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
生考试中心在 2016年的一篇文
章中颇为自豪地写道，他们在硬
件投入上下了大力气，光大型机
就有 2台，小型机有 34台，互联
网宽带达到 15G以上；联通、移
动、电信、铁通都有光纤接入；所
有的高中都配有足够数量的计
算机并且100M上网。“别小看这
些数字，那可相当于一个省级的
电信运营商。”

这套系统持续稳定地运行
了十余年，尽管每年都有专人负
责保电保网，还是难以避免一些
偶 发 的 意 外 。考 生 程 希 记 得
2015 年那个夏天，赤峰就遭遇
了一次停电。那天她紧张到连中
饭都没吃，下午电脑突然黑屏，
网吧里所有人都崩溃了，程希的
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原本就紧绷
的神经，仿佛下一秒就要断掉。

一些修补

某种意义上来说，内蒙古的
网报模式体现了一种追求公平
的朴素愿景，然而，现实世界却
远比理论和模型更为复杂。人
性、贫富差距与数字鸿沟，被折
叠在系统的缝隙里。

吴辰是文科生，2006 年在
包头参加高考，也是内蒙古实行

“动态排名、精确定位”网报志愿
模式的首批考生。他还记得自己
当时的分数是 552分，按照往年
的分数线来看，他觉得自己上那
所心仪已久的高校“问题不大”。

登录系统后，吴辰看到自己
心仪的学校里有好几个比他高
出三四十分的学生，自己的名次
在计划数的垫底。他吓了一跳，

“太不正常了，我还以为电脑出
问题了”，吴辰赶紧查看其他高
校。令他没想到的是，心仪学校
最后的录取线竟然比自己的分
数低了8分。

吴辰后来觉得，自己可能是
遭遇“占位”了。所谓“占位”，即
高分考生替某位低分考生在心
仪的大学“占座”，拉高该学校的
分数，吓退潜在的竞争者，等到
系统即将关闭时，高分考生迅速
退出，该低分考生成功进入排位
被录取，实现低分高就。

几乎每年高考期间，内蒙古
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都会
发布“禁止占位”的通知。2010
年，内蒙古推出分时分段填报制
度，高分考生先填报，低分考生
后填报，“龙头”相继固定，“龙
尾”逐渐趋于稳定。

这个优化补丁最初的目的
是避免大量考生在最后时段修
改志愿造成服务器瘫痪，客观上
对“占位”起到了抑制作用。

最残酷的莫过于在最后一
分钟被挤出的考生，这意味着不
管什么分数他们都只能滑入下
一批次。于同奎建议对这个规定
进行修改，让被挤出的考生进入
下一个分段继续填报，能够有效
降低滑档的概率。

此外，基于技术支持的系统
也不得不应对技术手段的投机。
2014 年，乌兰察布市就曾出现
过4名600分以上的高分考生因
为使用志愿辅导班的外挂软件
导致志愿填报失误。尽管内蒙古
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多次
强调禁止使用外挂软件，2017
年，依然有 858名考生因为外挂
软件被网报志愿系统强制退出。

“他是我们全家的希望”

这些年来，内蒙古的这套系
统愈来愈成熟完善，然而也走到
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路口。

6月27日，内蒙古自治区公
布新高考改革方案，从 2025 年
起，全自治区采取平行志愿模
式，这套运行了十几年的模式将
走向终结。

至于为何会使用平行志愿，
记者尝试联系内蒙古自治区教
育招生考试中心，截至发稿前未
获回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
丙奇说，内蒙古即将采用平行志
愿的原因并不复杂，新高考改革
方案包括将原有的本科一批、二
批合为一个批次，取消文理分科
之后，考生填报志愿，选择学校
和专业要按照专业提出的不同
选科进行，再实行顺序志愿下的

“动态排名、精准定位”将极其困
难。

卜泉宝印象最深的是，今年
一个从大四退学的孩子找到他，
重新回到高中参加高考。四年前
这个孩子选择了一个热门专业，
上大学后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
也不擅长这个专业，他花了几年
时间才确认自己真正的热爱。

卜泉宝觉得非常可惜，他认
为现阶段对职业生涯规划的普
及相当薄弱，专业规划只存在于
报考的那一个小时，而这本该提
前覆盖到整个教育阶段。

“其实这个系统还是很残酷
的。”卜泉宝在网吧里见证了太
多高浓度情绪的大开大合，随着
每一次分段截止的倒计时来临，
有人欢呼或是哭泣。有的家长心
脏不好，他劝家长先离开，有些
孩子手抖得厉害，他就接过来亲
自替他们操作，“压力太大了，很
多志愿规划师也干不了几年。”

7 月 15 日中午 12 点，叶宇
的网报志愿页面最终停在了南
京大学计算机专业，南京大学的
分数线是 642分，叶宇以一分险
胜。一家四口松了口气，围观的
人群传来小小的欢呼——一个
令所有人振奋的时刻。 （应受
访者要求，叶宇、叶洁、程希、吴
辰是化名） 据《新京报》

一场关乎“公平”的实验——

高考志愿填报：随时能改，就像炒股

操盘手正在帮一位考生填报志愿操盘手正在帮一位考生填报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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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类，工程类，经济类，管理类，医学类，教育类等，专业全，
学校多，通过率高，不耽误工作，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可查。
25岁以上有加分政策。电话微信：18713077691刘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