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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一中改名了，衡中“神话”还会有吗
专家：公办民办混着办学的模式将得到规范，生源升学等也将受到影响

2022年2月15日 星期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巩悦悦

“衡水一中改名”
传言得以验证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一直搞
不清衡水一中和衡水中学的关
系和区别。事实上，衡水中学是
中国排名前五位的超级中学，高
考成绩极为亮眼。因为每年一本
上线率极高，几乎包揽河北省录
取清北学生的半壁江山，使得衡
水教育声名大噪。

根据公开信息，衡水中学属
于“衡中系”，它是以衡水中学为
首的四所高中学校之一。衡水中
学是省级示范性高中，在办学性
质上为公办学校，而另外的三所
高中：衡水第一中学、衡水中学
实验学校、滏阳中学都是由衡水
中学统一参与管理的民办学校，
在办学性质上为私立高中学校。

衡水一中官网显示，2013年
2月，河北衡水中学与河北泰华
锦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建
衡水第一中学。同年8月，衡水第
一中学正式动工兴建，仅用了一
年时间，在2014年8月，衡水一中
落成并正式投入使用。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记者搜索发现，投
建衡水一中背后的泰华锦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
年，注册资金6 . 1亿元。

在济南大学副教授、山东高
等教育学会副秘书长张继明看
来，衡水一中为衡水中学和企业
共同创建，必须按国家政策进行
改制，要么转公，要么转私。如果
转设为纯民办，意味着与衡水中
学做好产权切割，需要在基础设
施、师资队伍、组织架构、规章制
度等各方面进行重塑，未来发展
模式等需要重新规划，其办学质
量及社会声誉能否保障，是不确

定的。
2月14日下午，记者在企查

查搜索发现，原“衡水第一中学”
已更名为“衡水泰华中学”，社会
组织类型显示为“民办非企业单
位”。这意味着，有关“衡水一中
改名为泰华中学，转为纯民办”
的网络传言已经得到验证。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介绍，除了“民办教育促进
法实施条例”，教育部等七部委也
曾发文，内容都有关于“公参民”
学校的转制问题。在这种背景下，
衡水一中改名，且明确是“民办”，
这是必然的政策要求。

失去一中“辅佐”
衡中“神话”将不再

“改名、转民办”，对衡水一
中而言意味着什么？

储朝晖分析，与改名相关，
影响学校发展的还有招生。因为
公民同招，去年还发了保护“县
中”的文件，要求各地减少跨区
域招生。一个学校的发展，生源
是第一要素，如果真正落实了

“不得跨区域招生”政策，衡水一
中考试排到前面的优势也就大
大减弱了。

“在具体实施当中，两所学
校过去也曾分开办学，但事实上
内在还是有关联的。究竟有何关
联，具体还要了解当地人事关系

等情况。但我觉得，总的大趋势
是，过去衡水一中的那种高考神
话将不会再继续了。”储朝晖指
出，衡水中学原来就是公办学
校，招生数量本就有限，以后要
招跨区学生的可能性如果没有
了，也会有直接影响。

“长期以来，衡水中学利用
衡水一中跨区招生、抢夺优质生
源和师资、兴办分校等，随着与
衡水一中切断‘暧昧’关系，作为
公办学校必须严格遵守相关政
策和规制，诸如跨区招生等违背
政策的模式将无以为继，在办学
经费上也会因此受到影响。”张
继明分析，失去衡水一中的“辅
佐”，衡中模式也必定进行调整，
原有的优势也将不再，但极致的
应试教育体系，仍是衡水中学的
主要优势来源。

无论更不更名
都应独立办学

衡水一中的改名，与去年教
育部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
施条例”有无关联？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
丙奇分析，按照“民办教育促进
法实施条例”，公办高中不能以
输出品牌的方式去举办民办学
校，并从中获得收益。因此公办
高中如果还要举办民办高中的
话，必须要符合民办教育促进

法。相应地，民办学校必须要实
行“六独立”要求（即独立法人资
格、校园校舍及设备、专任教师
队伍、财会核算、招生、毕业证发
放），要完全与公办母校分开办
学。

之前衡水中学举办衡水一
中就存在公办民办不分办学的
问题，一直以来备受舆论关注。
因此，要实现规范办学，如果衡
水一中不改名，也要跟衡水中学
的办学分开。也就是说，衡水一
中必须是完全的独立办学，不能
再以衡水中学的名义，或者说用
衡水中学实质的名义来办学。

“之前我们一直在分析，所
谓的衡水中学的升学成绩，实际
上是把衡水中学和衡水一中的
所有声名涵盖在了一起，这本身
就是不正确的。另外，衡水中学
利用衡水一中的名义跨区域、大
规模招生抢生源，制造了所谓的
升学神话。”熊丙奇指出，要明确
搞清楚衡水一中实际上就是民
办高中。“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
衡水一中无论更不更名，都应该
独立办学。”

“两个高中不能混在一起办
学，公办民办不分本身就存在问
题，所以规范办学必须要推进。”
熊丙奇指出，之前公办民办办学
不分，实际上就成为很多超级高
中制造升学政绩的一个手段，这
种做法破坏了当地的教育生态，
影响高中的招生秩序，因此要严
格治理，不能因为打造一两所超
级高中而破坏地方的教育生态。

储朝晖认为，各地应建立良
性的教育生态。何谓“良性教育
生态”？应该是一种均衡的，可持
续的，多样的教育生态。2022年
教育部工作要点以及“十四五”
规划中明确指出，要推动普通高
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这种规划
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提出，在未
来依然是一个大的发展方向。

部分网友可能
会有这种疑问：假设
公办民办不分办学，
所有资源都能实现
共享，这对两所学校
不是双赢的好事儿
吗？为何非要让公办
母体和民办高中分
开办学呢？

“公办民办不
分，实际上违反了义
务教育法，而且制造
了两个不公平。”熊
丙奇向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介绍，一
是对民办学校的不
公平。因为民办学校
应该平等竞争，如果
一个民办学校利用
公办资源来办学，享
有公办学校的资源
和身份，实际上对那
些用社会力量来办
学的民办学校不公
平。同时还会涉嫌国
有资产的流失，导致
公办国有资源流失
到民办学校，民办学
校以公有资源牟利
赚钱。

另一方面，也是
对公办学校的不公
平。规范公办学校的
政策措施，通过公办
民办不分办学而被
瓦解。比如国家规定公办学校不
能举办复读班，主要目的是为了
避免国有资源用在复读生上，复
读生主要是到民办学校或社会培
训机构去培训。如果允许公办民
办不分办学，公办学校举办一所
民办学校，就可以以民办学校的
身份大规模去招复读生，那么规
范公办学校举办复读班的做法就
完全没有意义了。

“因此，我们强调公办民办必
须独立办学。”熊丙奇认为，公办
学校可以去举办一所民办学校，
但校园师资都是要独立的，招生
管理更应该独立。如果公办学校
举办民办学校是为了利用民办学
校的招生政策跨区域招生、收高
学费，会导致整个教育治理和教
育秩序出现大问题。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巩悦悦

连日来，“衡水一中改名泰
华中学”的传言引发广泛关注，
但河北省教育厅、衡水市教育
局以及衡水第一中学（简称衡
水一中）均未对该消息作出官
宣和解释说明。2月14日，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从企查查
搜索发现，原“衡水第一中学”
已更名为“衡水泰华中学”，社
会组织类型显示为“民办非企
业单位”。

衡水一中突然改名，与去
年教育部修订的“民办教育促
进法实施条例”有无关联？能否
将其视作与衡水中学的彻底切
割？衡水一中及衡水中学的高
考“神话”还会继续存在吗？

▲衡水第

一中学已经

更名为衡水

泰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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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泰华中学

衡水第一中学曾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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