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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地

五一小长假过后，A股市场出现一波急
跌行情。业内人士分析，震荡调整中，股债
均衡或是更优的资产配置方式，正在发行
的浦银安盛双债增强基金（A类：006466 C
类：006467）捕捉信用债、可转债的投资机
会，在把握大类资产配置机会上，股债兼

备，具有主动型双债产品特色。浦银安盛
基金表示，浦银双债增强以信用债和可转
债作为两大主要配置方向，信用债部分将
密切关注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导向，力求
提升纯债部分收益率。

主动管理转债增强 浦银双债把握大类资产配置机会

广告 投资有风险

母亲节即将到来，台湾儿童福利
联盟文教基金会7日公布一项调查
显示，台湾女性生育意愿持续走低，

“不必生”“不想生”“没有条件生”成
为越来越多女性的共同心声。

这项名为“2019 年台湾女性生
育意愿与育儿现况”的调查报告显
示，有四成六的育龄女性（20 至 44
岁）认为“不一定要生孩子”，高达六
成一的育龄女性“没有计划要生或再
生孩子”。

探究不愿再生育的原因，调查显
示，有六成四的妈妈表示“经济状况
不允许，无法负担育儿费用”，也有超
过四成的妈妈说“无法保证给孩子理
想中的生活”。而超过五成的未生育
女性则表示“不想现有的自由和较宽
裕生活被影响”，认同自由至上的价
值观。

调查还显示，年轻未生育女性不
一定要生孩子的认知尤其强烈，逾六
成20至29岁未生育女性表示“不生
孩子也没关系”。许多年轻女性担
忧，生育孩子会得不到工作上的支
持，当局政策的支持也相当薄弱。儿
福联盟政策中心主任李宏文认为，这
表示这些“未来妈妈”的生育意愿正
被浇熄，未来台湾少子化问题或将日
益严峻。

调查发现，因支持不足而衍生的
“失衡”现象，是妈妈们最大的困境：
七成五职业妇女常感到工作和育儿
不平衡，七成二全职妈妈最困扰于财
务或健康失衡。儿福联盟呼吁，当局
应正视女性生育意愿低落的困境与
原因，提出有效对策。

“职场妈妈”叶小姐在发布会现
场说，小孩状况多，需要公司体谅临
时请假的状况，虽有考虑生二胎，但
公立幼儿园难进，私立幼儿园学费负
担重，令她却步。已婚但不计划生小
孩的许小姐则说，如果幼儿园全额补
助才会考虑生小孩。

李宏文强调，育龄女性所期待
的政策中，合理房价、收入增加、企
业友善育儿措施，最有机会提高女
性生育意愿。当局应在改善劳动条
件、督促企业落实友善育儿政策上
拿出更积极作为。同时，还应提供
全职妈妈经济支持和资源协助，并
采取有效措施平抑房价、建设公共
住宅。

为了解台湾育龄女性的生育态
度和现况，儿福联盟于3月针对20至
44岁的女性进行网络问卷调查，共
收集到有效问卷9706份。

据新华社电

已有14个省市开启高考改革！
文理分科变为“3+1+2”自主招生规模缩小门槛提高

日前，河北、辽宁、
江苏、福建、湖北、湖南、
广东、重庆8省份公布
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加
上2014年上海、浙江率
先进行首批高考综合改
革试点，以及2017年北
京、天津、山东和海南4
个试点省市启动改革，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4
个省市启动高考综合改
革。这些改革透露未来
高考哪些新趋势？

大方向
打破文理分科 变成“3+1+2”

此 次 8 省改革方案明确：自
2021年起，普通高考生文化课成绩
将由“3+1+2”组成。“3”为全国统考
科目语文、数学、外语，所有学生必
考；“1”为首选科目，考生须在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的物理、历史科目中
选择一科；“2”为再选科目，考生在
化学、生物、思想政治、地理 4 个科
目中选择两科。

“选考科目从改革前的 2 种组
合，到试点省份的20种组合，再到现
在的12种组合，最大的变化在于打
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文理分科。”广东
省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说。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说，
长期教育实践表明，中学过早分科
会导致学生思维方式不完善和知识
结构单一。打破文理分科，有助于
把文科的形象思维和理科的逻辑思
维较好结合，培养具有创新思维的
人才。

一些中学教师表示，最新的“3+
1+2”模式将选考科目组合从20种减
少至12种，降低了中学选课走班教
学难度，有利于教育资源不够发达的
地区更好推进高考综合改革。

录取方式
取消一本、二本批次录取

14个高考改革省份都提出在招
生中坚持“两依据一参考”：以高考统
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为依据，
参考综合素质评价。

同时，随着高考改革的推进，高
校的录取模式也从按批次录取、合并
批次录取到取消一本、二本等批次录
取。教育专家认为，这种录取方式让
学生在志愿填报时可以优先考虑专
业，避免了过去“上了好学校却选不
了喜欢的专业”的困扰。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范韶
彬说，按学科专业组录取，意味着不
再把学校按一本、二本分出“三六九
等”，有利于高校办出特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招生就业处处

长徐松认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
元录取已经成为人才选拔的主流趋
势。钟秉林说，改革方向明确，在具体
执行中关键要做到综合素质评价可
信、可用。对于主观性相对较强的思
想品德、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等，如何
建立科学、客观、公平的评价体系是关
键。

专业设置
增设人工智能等专业

教育部日前公布2018年度普通
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共增设专业点2072个，其中备案专
业点1831个、审批专业点241个,撤
销专业点416个。

据了解，新增备案本科专业最多
的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机器人
工程、智能科学与技术、智能制造工
程。新增审批本科专业最多的是人
工智能、网络空间安全等。被撤销最
多的专业是服装与服饰设计、教育技
术学、信息与计算科学、产品设计、信
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高校的
专业建设主要遵循需要导向、标准
导向和特色导向。此前，教育部曾
在专业设置评议中征询900余位专
家意见，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作为评判
申报专业是否达标的重要依据，总
体布点较多、就业率较低的专业受
到了严格控制。

此次审批面向新科技革命和产
业升级，支持高校设置新一代信息技
术、高端设备、节能环保等相关专
业。范韶彬说，高校专业设置在保证
基础专业的前提下，要匹配社会发展
需求，为当下输出人才，为未来储备
人才。

自主招生
规模缩小，门槛提高

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做好2019年
高校自主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规范
自主招生的“十严格”要求，其中明确要
求，高校要在上一年录取人数基础上适
度压缩招生名额，严格报名资格条件，
不得简单以论文、专利、中介机构举办
的竞赛（活动）等作为报考条件和初审
通过依据等，提高人才选拔质量。

面对教育部的“自主招生史上最
严规定”，不少高校陆续取消没有明
确标准、主观性较强的条件，自主招
生更趋严格。

今年3月以来，各高校陆续公布
2019 年自主招生简章。与去年相
比，不少高校招生规模明显缩小，部
分学校压缩文史、经管类学科招生指
标；报名门槛进一步提高，分数优惠
减少，并增加体质测试。

这是继2018年全面取消奥赛、
体育特长生等5项全国性高考加分
以来，各地进一步收紧自主招生政
策，强调社会公平。

记者在中山大学官网看到，2019
年自主招生计划175名，与去年相比
减少210名；报名条件仅限于高中阶
段在全国中学生五项学科竞赛省级赛
区（联赛）中获得一等奖及以上，取消
了去年的“在科技发明、文学创作、研
究实践、才能禀赋等方面具有突出表
现并取得标志性成果”；删除了“高考
成绩可降至其所在省份一本控制线
（最低录取控制参考线）”的招生规定。

不少业内人表示，大幅缩减名
额、提高门槛，可以让目前过热的自
主招生回归选拔特殊人才的初衷，同
时契合社会对教育公平的诉求。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 图

台湾女性
生育意愿持续走低

针对中美经贸磋商，外交部发言
人耿爽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
表示，中方始终认为，相互尊重、平等
互利是达成协议的前提和基础，加征
关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谈判本身
就是一个讨论的过程，双方存在分歧
很正常，中方不回避矛盾，对继续磋
商具有诚意。”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加征关税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