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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高考是选拔人才的基本制度和重要平台，承载着广大考生的成才梦想和万千

家庭的美好未来。

为了给广大考生及家长提供权威、系统、深度的高考政策和信息服务，引导和

帮助大家全面、准确、及时地了解和掌握高考报名、体检、考试、志愿填报、录取等

方面的知识与方法，我们特组织多年从事招生工作、在高考领域富有理论和实践

经验的专家、学者及工作人员，编写了重庆高考系列丛书。 本套丛书包括枟考生必

读枠、枟艺术报考指南枠、枟填报志愿指南枠、枟招生计划汇编枠（文科）、枟招生计划汇

编枠（理科）共 ５ 册，主要涵盖 ２０１６ 年高考政策规定、考试说明、报考指导、招生信

息、志愿填报、各批次历年录取情况、院校及专业简介、就业形势分析、信息参考等

方面的内容，是 ２０１６年全市高考考生的必备工具书，也是广大家长及教师指导考

生的基本参考书。

枟填报志愿指南枠系本套丛书之三，内容分为“指导篇” “咨询篇” “就业篇”

“信息篇”和“院校简介”５大板块。 “指导篇”主要介绍高考志愿填报的基本原则

和方法，以及 ２０１６年重庆市的招生政策、规定和办法；“咨询篇”则特别约请了多

年从事招生工作且在指导学生填报志愿方面富有实践经验的同志撰文，就如何填

报志愿进行了专业、深入的指导，专家之言，颇可一观；“就业篇”以图表的方式列

出近 ３年全国及重庆毕业生情况，重庆市近 ３ 年本专科毕业生就业率、毕业生地

区流向比例、毕业生单位性质流向比例、毕业生分专业大类和专业就业率；“信息

篇”以统计列表的方式列出近 ３ 年来渝招生院校和专业录取的分数情况，以资考

生填报志愿时参考；“院校简介”重点介绍了部分来渝招生院校的情况。

本套丛书出版后，如有政策调整或信息更新，以最新公布为准。 敬请广大考

生、家长、教师及读者及时登录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ｗｗｗ．ｃｑｋｓｙ．ｃｎ）、重庆招
考信息网（ｗｗｗ．ｃｑｚｋ．ｃｏｍ．ｃｎ），关注和查询高考最新政策和信息。 同时，欢迎来

人、来信或来电垂询，我们将竭诚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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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山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重

庆理工大学、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以及重庆市大学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

心、重庆警备区政治部等单位的热情帮助与大力支持。 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

的感谢！

因时间紧、任务重，加之编者学识和水平有限，本套丛书难免有遗漏和疏忽之

处，期盼考生、家长、教师及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修订完善。

最后，衷心祝愿广大考生圆梦理想大学，真诚祝福每一个家庭收获美好期盼！

枟２０１６ 填报志愿指南枠编委会

２０１６年 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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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庆市 ２０１６年普通高校招生政策及操作主要改进内容

（一）高考使用全国卷。
根据国务院枟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枠（国发〔２０１４〕３５ 号）要求，在新的

改革大背景下，相关省市尽可能使用全国卷。 重庆市自 ２０１６ 年起普通高考不再进行自主命
题，使用全国卷。

（二）继续扩大高职单独招生规模。
２０１６ 年的试点学校由２３所增加为 ３１所，招生计划由３ 万名扩大到４万名左右，基本达到

高职招生计划的 ５０％。 通过继续扩大高职单招规模，进一步深入探索“文化素质＋专业技能”
的评价方式，完善高职院校多样化分类招考方式。

（三）继续扩大实施专项计划。
教育部明确要求，今年继续实施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以进一步增

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 一是扩大实施国家专项计划，定向招收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县、国家
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以及新疆南疆四地州学生，由中央部门和地方本科一批招生为主的学校承担，
安排招生计划 ６万名，比 ２０１５年增加 １万名。 二是继续实施地方专项计划，定向招收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实施区域的农村学生，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重点高校承担，安排招生计划原
则上不少于有关高校年度本科一批招生规模的 ３％。 三是继续实施高校专项计划，招收边远、贫
困、民族等地区县（含县级市）以下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由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
他自主招生试点高校承担，安排招生计划不少于有关高校年度本科招生规模的 ２％。 同时，根据
市政府的安排，今年还将继续实施全科教师、全科医生订单定向培养计划，并安排一定的计划专
门招收贫困高中毕业生（主要是指城乡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农村建卡贫困户）。

（四）优化调整志愿结构。
根据国发〔２０１４〕３５号文件中关于“创造条件逐步取消高校招生录取批次”的要求以及各

省市近年推进情况，总结我市过去多年的招生录取工作，在广泛征求高校、中学、招考机构意见
的基础上，经我市 ２０１６年招生专题会议研究决定对志愿批次结构做以下调整：

１．普通类：原本科第二批、本科第三批合并为本科第二批；原高职专科一阶段、高职专科二
阶段合并为高职专科批。

通过以上批次的合并，进一步增大了考生的选择范围和空间，有利于促进各类高校更好地
发展。

２．艺术类：艺术类本科（美术类和其他类）拆分为本科 Ａ段和本科 Ｂ段。
艺术类录取规则复杂，本科段拆分后有利于考生合理填报志愿，有效降低志愿填报中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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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因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高分落榜的情况。

二、重庆市 ２０１６年普通高校录取照顾政策

（一）２０１５年 １ 月 １日前，获得以下 ６个项目证书、荣誉的高中毕业生，报考普通文、理科，
录取时可加 ５分投档，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 报考艺术、体育类不加分。 考生同时拥有多
项项目时，照顾分值不得累加。 ２０１５ 年 １月 １ 日后，获得以下 ６ 个项目证书、荣誉的高中毕业
生，高考时不再享受加分。

１．应届高中毕业考生按万分之一比例评选，受市教委表彰的市级优秀学生；
２．应届高中毕业考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获国家级、

省（市）级表彰，经市教委认定）；
３．应届高中毕业考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参加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或国际环境科研项

目奥林匹克竞赛并获奖者；
４．应届高中毕业考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得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全国决赛

一、二、三等奖者；
５．应届高中毕业考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含全国青少年

生物和环境科学实践活动）或“明天小小科学家”奖励活动或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动一、二
等奖者；

６．应届高中毕业考生在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参加重大国际体育比赛、全国运动会、全国城市
运动会以及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举办的全国中学生运动会（参加片区、单项邀请赛等除外）
在田径、游泳、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武术、羽毛球、健美操９个项目获集体、单项前六名（须
出具参加比赛的原始成绩）或参加以上比赛及项目中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称号并经
市教委统一组织测试合格者。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生，录取时可加 １０ 分（报考艺术、体育类考生加 ５ 分）投档，由
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

１．少数民族聚居地（含自治县、民族乡）的少数民族考生；
２．烈士子女；
３．在服役期间荣立二等功（含）以上或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军人。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考生，录取时可加 ５分投档，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
１．自谋职业的退役士兵；
２．归侨、归侨子女、华侨子女和台湾省籍考生；
３．报考市属院校的因公牺牲军人子女、因公牺牲人民警察子女及荣立二等功（含）以上荣

誉称号的人民警察子女；
４．报考市属院校的三峡库区搬迁移民考生（２０１７年取消此项政策）。
（四）报考市属院校的农村独生女，线下 ５分可视为达线，由学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２０１７

年取消此项政策）。
（五）同时符合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的考生，只能取最高的一项照顾

分值。 所有照顾分值只能加入文化成绩。
高考成绩达到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未被录取的军人子女，有关高校在征集志愿后仍有剩

余计划时，对符合条件的可予以优先投档，高等学校应当予以积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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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荣获二等功或者战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军人的子女，一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
驻国家确定的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解放军总部划定的二类以上岛屿工作累
计满 ２０年的军人的子女，在国家确定的四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或者解放军总部划定的特类岛
屿工作累计满 １０年的军人的子女，在飞或停飞不满 １年或达到飞行最高年限的空勤军人的子
女，从事舰艇工作满 ２０年的军人的子女，在航天和涉核岗位工作累计满 １５ 年的军人的子女，
参加高考并达到有关高等学校投档线的，应予以优先录取。 艺术、体育类采用全投方式的院校
除外。

退出部队现役的考生、残疾人民警察、一级至四级残疾人民警察的子女报考高校，在与其
他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散居在汉族地区的少数民族考生，在与汉族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高职对口类”考生参照执行。 预科直升、中职直升考生不享受照顾政策。

三、招生政策和信息公布的途径和方式

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通过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ｋｓｙ．ｃｎ）和重庆招考信
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ｚｋ．ｃｏｍ．ｃｎ）两个网站公布招生政策和招生信息。 同时，各区县招生考试
机构也将通过其网站、宣传栏等方式公布招生政策和信息，有关媒体也会对重庆市的招生政策
和信息进行宣传。 各高校的招生章程及有关信息在院校网站进行公布。

■特别提醒：
重庆市招生政策和信息的发布以上述两个网站公布的内容为准。
考生可登录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ｋｓｙ．ｃｎ）或重庆招考信息网（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ｑｚｋ．ｃｏｍ．ｃｎ），进入查询界面后输入自己的报名号以及准考证上的密码即可查询自己的
特征信息、军检合格信息等。 ６ 月 ２４日起，考生可以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 在录取期间，考生
可以登录上述网站查询高校提档线（只限平行志愿批次），高校录取最高分和最低分。 录取结
果及投档轨迹。

考生在网上查询录取轨迹的说明：
１．录取轨迹的公布是基于招生院校录取工作全部完成，录取数据返回重庆市教育考试院

普招录取场，经过一定时间的复核、整理后才能对外公布，同时还要公布院校录取的最高分、最
低分等情况。 因此，一般情况下，某批次的院校录取轨迹要在本批录取工作开始后的第二天或
第三天才能开始陆续查到，直到该批次录取工作结束后的第二天。

２．考生在网上查询到的录取轨迹一般有三种情况：一是没有任何轨迹信息，表明考生成绩
未达到院校调档线未出档或档案已到招生院校，学校正在审阅之中，录取工作未结束；二是轨
迹表明已经“录取”；三是轨迹表明所报院校已经“退档”，并注明有“退档原因”。

３．考生录取轨迹的数据信息一般每天更新一次，更新时间一般在每天 １８：００左右。

四、普通高校招生“十公开”的主要内容

普通高校招生“阳光工程”是教育部为进一步规范招生管理，增加招生工作透明度，更好
地维护广大考生合法权益，维护公平公正的一项重要举措。 其主要内容是：紧紧围绕公平公正
这个核心，在制度建设、信息公开、从严管理、优化服务、加强监督五个方面加大建设力度，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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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机制上建立和完善更加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普通高校招生工作体系，规范公开程序和内
容，提高信息公开时效，做到高校招生信息“十公开”。

（一）招生政策公开。 教育部制定的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相关政策和规定，各省级高校招生
委员会、教育行政部门据此制定的实施细则或办法。

（二）高校招生资格公开。 年度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名单，自主选
拔录取改革试点院校、试点招收高水平运动队、高水平艺术团的高校等具有特殊类型招生资格
的院校名单。

（三）高校招生章程公开。 高校招生章程应包括学校基本办学情况、学历学位证书发放情
况、招生计划编制原则、专业录取原则及实施办法、录取期间的调整计划使用原则和办法、学费
标准等。 具有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的院校还应公布相应招生类型的报考条件、选拔程序、考核方
式与内容及录取规则等。

（四）高校招生计划公开。 经教育部统一分送的高校招生来源计划、可以不做分省安排的
特殊类型招生计划、预留计划和使用原则以及调整计划的使用结果。

（五）考生资格公开。 按照国家或省级政策申请加分照顾考生资格，保送生、自主选拔录
取学生、高水平运动员、高水平艺术团、贫困专项计划等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入选考生资格。 公
示的考生资格信息应包括姓名、性别、所在中学（或单位）、享受照顾政策类别、资格条件、所参
加的特殊类型招生测试项目等。

（六）录取程序公开。 各地确定的投档规则、填报志愿时间和办法、录取各阶段时间安排，
各批次未完成计划和考生志愿征集办法等。

（七）录取结果公开。 考生个人录取信息查询渠道和办法，录取信息包括批次、科类、类
型、院校、专业等；高校分批次、分科类录取人数和录取最低分等。

（八）咨询及申诉渠道公开。 各地、各高校招生咨询及接受考生申诉的办法和联系方式。
（九）重大违规事件及处理结果公开。 各地所辖范围内发生的招生重大违规事件及其处

理结果。
（十）录取新生复查结果公开。 新生复查期间的有关举报情况、调查情况和处理情况。

五、考生特征信息公示办法

考生特征信息是指在招生过程中，考生具备的享受政策照顾项目、特殊类招生资格审查合
格等方面的个人相关信息。 为维护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严肃性和公平公正，我市规定考生特
征信息须严格实行学校、区县、市三级公示。 具体要求是：从 ５ 月 ２８ 日起，各学校打印本校报
名考生特征信息在校内和各班级进行张贴公示，区县招生考试机构集中公开张贴或在其网站
上进行公示，市教育考试院在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ｋｓｙ．ｃｎ）和重庆招考信
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ｚｋ．ｃｏｍ．ｃｎ）上进行公示。 各级公示时间均不少于 １０ 个工作日。 市教育
考试院在网站公示的时间持续到年底。

六、招生计划公布的途径和方式，考生阅读招生计划时需注意的问题

为方便考生查阅，重庆市教育考试院精心编撰了枟２０１６ 招生计划汇编枠（以下简称枟计划
汇编枠）集中介绍普通高校在渝招生专业及计划，枟计划汇编枠将通过各区县招生考试机构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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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就读学校发到考生手中。 考生在阅读招生计划时一定要认真仔细，要注意枟计划汇编枠前言
里的总体介绍，还要特别留意计划的增补或更正通知，如有计划的增补或更正，市教育考试院
会在填报志愿的网站上进行公布，请在填报志愿前认真查看。 在填报志愿时，还必须注意高校
的枟招生章程枠和专业计划“备注”中的要求，根据各专业具体条件和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合理
选择学校和专业进行志愿填报。

七、重庆市普通高校招生统考科目、时间及外语口试时间安排

按教育部规定，２０１６ 年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定于 ６ 月 ７—８日举行，外语口试定于 ６ 月
９日进行。 我市考试科目及时间安排如下：

（一）普通高考科目及时间安排（北京时间）。

日　期
科目及时间

上　午 下　午

６月 ７日 ９：００—１１：３０　语文 １５：００—１７：００　数学

６月 ８日 ９：００—１１：３０　文＼理科综合 １５：００—１７：００　外语（含听力）

注：报考专科层次不考综合科。

（二）高职对口类、中职直升类考试科目及时间安排（北京时间）。

日　期
科目及时间

上　午 下　午

６月 ７日 ９：００—１１：３０　语文 １５：００—１７：００　数学

６月 ８日 ９：００—１１：３０　专业基础理论 １５：００—１６：４０　英语（不含听力）

注：高职对口艺术类不考专业基础理论，专科不考英语；中职直升类只考语文、数学两科。

（三）外语口试于 ６月 ９日按报考区县招考机构安排进行。 其中，俄语、法语、德语和日语
口试安排在 ６月 ９日上午进行。

八、高考成绩公布、志愿填报和招生录取时间安排

（一）高考成绩公布：６ 月 ２４ 日起，考生可登录重庆市教育考试院门户网（ｈｔｔｐ：∥ｗｗｗ．
ｃｑｋｓｙ．ｃｎ）或重庆招考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ｚｋ．ｃｏｍ．ｃｎ），凭报名号和准考证上的密码查询自
己的高考成绩。 需要成绩证明的考生可以凭准考证到报名区县招生考试机构打印成绩通知
单，或者在市招考服务公司提前定制中英对照的枟高考成绩证书枠（出国留学可用）。

对高考成绩有疑义的考生可在 ６ 月 ２４日 １５时前凭准考证和成绩通知单到报名区县招生
考试机构登记进行成绩复核。 普通高考每一题目均经过不同评卷教师不少于两次的评阅，成
绩复核只检查答题卡一致性、有无答题卡扫描质量问题、有无漏评或有无各题目漏统分等情
况，不涉及评判宽严尺度。 成绩复核结果于 ６ 月 ２６ 日 １８：００ 前在志愿填报系统进行查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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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有变化的考生由区县招生考试机构及时通知。
（二）志愿填报：各类志愿填报时间统一安排在 ６月 ２６—２８日三天，截止时间为 ６月 ２８日

１８：００。 全市统一实行网上填报志愿。
■特别提醒：
我市所有类别各批次招生的志愿都安排在 ６ 月 ２６—２８ 日三天填报。 考生一定要在规定

时间内填报志愿，错过志愿填报时间将无法进行补报。
（三）招生录取：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安排在 ７月上旬至 ８ 月中旬进行。

九、高考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是怎么安排的，有什么优点

为方便考生全面了解在渝招生的各高等院校的情况，同时又保证招生宣传的实效性，减轻
考生的负担，让更多考生参与，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将举办高考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 届时，
重庆市教育考试院将把全国来渝招生的高校链接到指定的网站，邀请学校的招生负责人在网
上负责解答考生疑问，市教育考试院招生工作人员也同时在线解答考生的咨询，所有考生均可
免费参加网上咨询。

（一）网上咨询时间：６月 １２—１４日（每天咨询时间为 ９：００—１７：００）。
（二）网上咨询网址：重庆招考信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ｑｚｋ．ｃｏｍ．ｃｎ）。
（三）网上咨询的优点：
１．省时省力。
举办成千上万人的大型现场咨询活动，将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无论是对负责咨询的工

作人员，还是考生和家长，都是又吃力又麻烦。 而网上咨询的好处显而易见，既方便快捷，又打
破了地域、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２．信息利用率高。
面对面的招生现场咨询或是电话咨询，基本上是“一问一答”，如咨询人员回答了某考生

的问题后，其他考生再提相同的问题，咨询人员必须多次回答、重复劳动。 而网上咨询时，考生
可以在网上自由浏览所有的提问和回答，避免了咨询人员的重复劳动。

３．确保多数考生能参与。
现场咨询时，边远地区的考生因路途较远而无法参与，再加上咨询场地和工作人员的限

制，许多考生和家长赶到现场可能因太拥挤而被拒之门外。 而网上咨询时，考生可以很轻松地
在家里或者学校进行咨询，参加咨询的考生人数大大增加。

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体制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工作在教育部统一领导下，由各省级招委会及教育行政部门
实行属地化管理并负责组织实施。 教育部在枟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枠中明确规定，高等
学校招生实行“学校负责、招办监督”的录取体制。 “学校负责”指的是：高校应按照向社会公
布的招生章程中的录取规则进行录取。 对思想政治品德考核合格、身体状况符合相关专业培
养要求、投档成绩达到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并符合学校调档要求的考生，是否录取以及所录取
的专业由高校自行确定，高校负责对已投档但未被录取考生的解释工作，高校不得超计划录
取。 “招办监督”指的是：省级招办（教育考试院）负责监督在本地区招生高校执行国家招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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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招生计划情况，纠正违反国家招生政策、规定和违背录取规则等行为。

十一、什么是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院校投档分数线、院校录取分数线

（一）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是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根据本地
考生高考成绩水平和招生计划，按一定的比例确定的录取新生的各科类、各批次录取的最低成
绩标准。 各科类、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都会不同，如重庆市的招生科类分为文史类、理工
类、艺术类、体育类、高职对口类等，各个类别的不同录取批次都划定了录取控制分数线。 我们
常说的“一本线”“二本线”等就指的是本科第一批、本科第二批的录取控制分数线。 各科类、
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是确定考生录取资格、执行招生政策的一个重要指标。 原则上只有高
考成绩（含政策性加分）和艺术、体育专业考试以及高职对口类专业综合成绩达到或超过相应
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通常称“上线考生”）档案，才能投档到高校，而院校也只能录取
成绩在相应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上的考生（提醒考生注意：对生源严重不足的个别高校，如在
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上经征集志愿后仍不能完成招生计划，经学校申请，重庆市录取工作领导
小组审核同意，可适当降分录取有志愿的考生）。

注：普通高校（含艺术、体育类）本科层次按照语文、数学、外语、综合 ４ 科总成绩划定文化
录取控制分数线，专科（含艺术、体育类）层次按照语文、数学、外语 ３ 科总成绩划定文化录取
控制分数线；艺术、体育类除文化成绩录取控制分数线外，同时对专业考试成绩划定录取控制
分数线，考生文化、专业须“双上线”才具备相应批次投档和录取的资格。 高职对口本科文化
素质按照语文、数学、英语 ３科划线，专业综合按科类分别划线，专科文化素质按照语文、数学
两科划线，专业综合按科类分别划线，考生在文化素质和专业综合双上线后，再按两项成绩相
加的总成绩排序投档、录取。

（二）院校投档分数线：院校投档分数线是指以院校为单位，按招生院校同一科类（如文史
类或理工类）的招生计划数和招生院校确定的调档比例，由省级招生机构根据考生志愿对招
生院校投放考生档案过程中自然形成的院校投档最低成绩标准。 每一所招生院校在不同类别
不同批次都有自己的投档分数线，简称投档线，对招生院校而言也称“调档线”或“提档线”。

（三）院校录取分数线：招生院校在不同科类、不同批次按招生计划录取完成后，所录取考
生中的最低分数即为录取分数线，不同专业录取考生中的最低分数即为各专业的录取分数线。

一般来说，除降分录取外，录取分数线≥投档分数线≥录取控制分数线。

十二、什么是高考志愿，为什么要高度重视高考志愿的填报

高考志愿是考生对于选择报考学校和专业的志向和意愿。 在普通高校招生中，填报志愿
有其特定含义。 它是指考生根据国家颁布的招生计划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按照国家招生
政策和规定，以及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专业的性质、特点和要求，结合个人德、智、体各方面的情
况、素质条件和自身兴趣爱好，综合考虑，选定自己报考的学校和专业，并通过文字和符号利用
网络的形式进行采集的过程。

高考志愿既是招生考试机构向院校投档的重要依据，又是招生院校录取新生的主要依据。
重庆市所有批次的招生院校全部按照考生填报的志愿进行投档和录取，市教育考试院将按照考
生的志愿从高分到低分投档。 同时，志愿还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被录取的考生进入什么样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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