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高考录取成绩的院校竞争网络实证研究

王辰曦1，张智成2，袁    晨3，蔡世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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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平行志愿录取规则与优质生源的紧缺使得院校在高考招生时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从网络科学视角正确理解院

校竞争关系，能够合理地指导考生进行志愿填报。利用 2019年山西省高考理科录取成绩，通过改进的 Jaccard相似度计算方

法，构建院校竞争网络的邻接矩阵。基于复杂网络度量方法，实证研究院校竞争网络得到：1) 度分布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且

具有较大的平均度；2) 簇度负相关表明院校竞争网络存在层次结构；3) 富人俱乐部连通性表明度数大于 375的院校完全连

通构成富人俱乐部；4) 利用基于节点标签与网络结构的社团划分算法，通过基尼不纯度评估社团内院校的同质性，进一步利

用 Louvain算法识别社团内院校存在层次化差异结构。这些实证结果刻画了院校竞争关系，在此基础上归纳了一些指导考生

进行合理、分梯度志愿填报的建议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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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is a very fierce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among colleges because of the parallel application
and the shortage of high-equality students in Chinese Gaoka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science,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such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is helpful to guide candidates to apply for admission. This paper uses
the 2019-year colleges’ admission scores in Shanxi Province to construct the adjacency matrix of the competition
network via the improved Jaccard similarity calculation method.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s of complex network,
the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competition  network  shows  that  1)  there  is  the  proper  heterogeneity  in  the  degree
distribution  and  the  larger  average  degree;  2)  the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lustering  coefficients  and
degrees of nodes suggests that the competitive network has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3) the connectivity of rich club
suggests that the colleges with a degree greater than 375 are fully connected and constitute the rich club; 4) using
the  community  dete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the  colleges ’  metadata  and  network  structure,  the  homogeneity  of
colleges in the community is evaluated through Gini Impurity. On this basis, The Louvain algorithm is further used
to  identify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colleges  in  the  community.  These  empirical  results  clearly  portray  the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among colleges, which enables us to bring great enlightenment for guiding candidates to
apply for ad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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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招生录取制度采取平行志愿录取规则[1-2]，

优质生源的稀缺性加剧了不同院校对同一批次生源

的争夺，形成院校竞争关系 (简称竞争关系)。同

时，考生在填报志愿时，通常会依据“C9”“985”

“211”“双一流”“省部共建”等高校建设项目

来区分院校的教育水平和实力差距，使竞争关系存

在层次性。然而，在志愿填报策略分析中，竞争关

系的定量化研究普遍未考虑这些因素[3-6]。因此，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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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适当的定量分析方法研究竞争关系，有助于正确

理解其内在结构特征与形成机制，对指导考生进行

合理、分梯度地志愿填报起到重要启示作用[7]。

针对竞争关系这一问题，有学者分析了院校竞

争力的影响因素，提出提升院校竞争力的方法[8-14]。

如文献 [11]基于波特五力模型提出的“竞争三力

和影响二力”模型。文献 [13]基于博弈论构建生

源竞争的博弈模型，提出了正当提升竞争关系的方

法；文献 [14]基于元胞自动机进行建模仿真，得

到了院校核心竞争力及附加条件对优质生源竞争力

的影响。

网络科学是研究复杂网络系统规律的交叉科

学[15-16]。从网络科学视角，院校及其竞争关系可以

抽象地表示为院校竞争网络 (简称竞争网络)。本文

基于复杂网络度量方法，对竞争网络进行实证研

究，定量分析拓扑结构特征，挖掘一般的网络统计

特征与中尺度的社团结构特征。并利用 2019年山

西省高考录取成绩，基于改进的 Jaccard相似度计

算方法，计算院校之间录取成绩的相似性，定量表

示竞争关系强度。 

1　基于院校录取数据的竞争网络构建
 

1.1　院校录取数据描述

本文使用 2019年山西省高考理科录取成绩，

所选数据覆盖了山西省 1A、1B、2A和 2B批次的

院校，总计 877个数据项。1A、1B对应本科第一

批次，2A、2B对应本科第二批次，两个批次的分

数线分别为 507分与 432分。

每个数据项中除了院校名称外，还包含该院校

在当前批次的 (录取)最高分和最低分，以及院校

标签，如“C9”“985”“211”“省部共建”“省

属”与“其他”。具体而言，“C9”包括 9所院

校及单独招生的医学院，共 13个数据项。“985”
共 34个数据项。“211”共 82个数据项。“省部

共建”共 260个数据项。“省属”共 485个数据

项。其余少部分、较特殊的院校将其标签设为“其

他”，共 3个数据项。值得注意的是，部分院校存

在多重院校标签，本文按照院校标签表示的教育水

平层次等级，一般优先考虑高等级。同时，部分省

部共建或省属院校会分专业在不同批次进行招生，

本文将其视作两个不同的数据项进行分析。 

1.2　基于改进 Jaccard相似度的竞争关系度量

A B

竞争关系可以通过计算院校之间录取成绩的相

似性度量。本文选择改进的 Jaccard相似度实现相

似性计算。Jaccard相似度[17] 用于比较有限样本集

、 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Jaccard系数值越

大，样本相似度越高，即：

J (A,B) =
|A∩B|
|A∪B| (1)

本文根据院校录取数据的特殊性质改进 Jaccard
相似度。在每一项数据中，高校的最高分和最低分

组成分数区间。两个院校的分数区间，存在有交集

和无交集两种情况。前者可按照交集长度与并集长

度之比表示院校之间的相似性度量：

J (A,B) =


0 Xi∩X j = ∅

len(Xi∩X j)
len(Xi∪X j)

Xi∩X j , ∅
(2)

len(·) Xi i

len(Xi) = sitop − sibottom sitop sibottom

Xi

式中， 表示集合的长度； 表示院校 的分数

区间； ，其中 和 分别表

示 的最高分和最低分。因此，改进的 Jaccard相
似度可以表示为：

J (A,B) =


0 Xi∩X j = ∅

min(sitop , s jtop )−max(sibottom , s jbottom ) + 1

max(sitop , s jtop )−min(sibottom , s jbottom ) + 1
Xi∩X j , ∅

(3)

J (A,B) J (A,B) = wi j = w ji

W

度量竞争关系强度，令 。

通过遍历每对院校，利用改进 Jaccard相似度度量

方法，得到表示竞争关系的相似度矩阵 。
 

1.3　竞争网络构建及度量方法

通过将竞争关系的相似度矩阵转换成邻接矩

阵，实现竞争网络的构建。通过统计分析，81.6%
的相似度矩阵元素是 0。图 1给出非 0相似度矩阵

元素的概率分布，呈现中间高两端低的分布，与瑞

利 (Rayleigh)拟合的函数曲线相符，说明其偏离正

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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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非 0相似度矩阵元素的概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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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竞争关系的相似度矩阵具有稀疏

性。设定划分阈值为 0，将相似度矩阵转换成表示

竞争网络的邻接矩阵。邻接矩阵中的一个元素为

1表示竞争网络中两个节点之间有连边。显然，竞

争网络是一个简化的无向、无权网络。表 1给出了

竞争网络的基本统计量。
  

表 1    竞争网络的基本统计量
 

T节点数

N/个
连边数

E/条 ⟨ ⟩
平均度

k

最大度

kmax

最小度

kmin ⟨ ⟩
平均聚类系数

C
直径

D
877 71 677 163.46 465 1 0.79 7

 
 

如表 1所示，竞争网络的平均度相对较高，主

要原因是录取分数较低的院校 (简称底部院校)数
量较多，而且它们的专业差异性较大。这些底部院

校的分数区间较大，使得它们之间的相似度较高，

连接较为紧密。如最大度节点是齐齐哈尔医学院，

度数达到了 465。该院校的特点是录取专业差异性

较大，应用心理学专业录取分数高达 496分，健康

服务与管理专业录取分数却只有 430分。它的分数

区间几乎涵盖了本科第二批次招生院校的最大分数

区间 (即是本科第一批次线与第二批次线的差值)。
这些度数大的节点导致竞争网络的平均度较大。因

此，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在服从专业调剂条件下可

以选择这些度数大的节点作为备选，增加录取概

率。同时，院校之间的紧密连接使得竞争网络的平

均聚类系数很高，达到 0.79。这一结果表明院校之

间倾向于构成社团，即竞争网络可能存在显著的社

团结构[18-19]。

P (k) k

P (k) =
∞∑

k′⩾k

P
(
k′
)

ki i Ci

Ci = 2Ei/ki (ki−1) Ei i ki

i ki

k

除了上述复杂网络的基本统计量，本文还从累

积度分布、层次结构与富人俱乐部 (rich-club)[20-21]

3个方面对竞争网络的统计特征进行实证研究。累

积度分布 表示度数不小于 的节点在整个网络

中所占的比例， 。它可以清晰刻画

竞争网络的异质性特征。层次结构可以用簇度相关

性表征。度为 的节点 的聚类系数 定义为

，其中 是节点 的 个邻节点之间

实际存在的边数，即节点 的 个邻节点之间实际存

在的邻居对的数目。 度节点的平均聚类系数 (簇度

相关性)为：

C(k) =
∑

j={i|ki=k}
Ci/Nk (4)

Nk k式中， 是度数为 的节点个数。在竞争网络中，

Φ (r/N) Φ (r/N) r

L r
r(r−1)/2

底部院校的部分节点拥有大量的边，这些节点称为

富节点 (rich nodes)。它们倾向于相互连接，构成富

人俱乐部。该统计特征可通过富人俱乐部连通性

刻画。 表示竞争网络中前 个度最大

的节点之间，实际存在的边数 与这 个节点之间总

的可能存在的边数 的比值[20-21]：

Φ (r/N) =
2L

r (r−1)
(5)

 

2　实证结果与讨论
 

2.1　竞争网络的统计特征

竞争网络的累计度分布如图 2所示，其中，虚

线指示节点度数为 100，内嵌子图是基于一分一段

表的累计人数变化，其中的虚线指示本科第一批次

的分数线，右边表示高分段，左边表示低分段。竞

争网络中度数超过 100的节点数量开始变多，度数

小于 100的节点数量很少。实证结果表明竞争网络

具有一定的异质性特征，反映底部院校的高聚集性

及它们之间激烈的竞争关系。竞争网络的异质性特

征主要由不同高考成绩的考生数量分布异质性决

定。如图 2中内嵌子图所示，基于一分一段表 [22]

的累计人数变化表明，最高分与本科第一批次之

间 (简称高分段，虚线右边部分)的考生数量 (约
3.2万)要远少于本科第一批次与本科第二批次之

间 (简称低分段，虚线左边部分)的考生数量 (约
5.4万)，且其分布也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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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竞争网络的累积度分布 

 
累计度分布的异质性表明大量低分段的考生在

填报志愿时选择底部院校，在院校招生人数限定的

条件下，他们考虑专业差异性，使得对院校具有偏

好选择。他们的偏好选择容易加大底部院校的分数

区间，形成较强的连接紧密性 (即形成高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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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剧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引起院校最低录

取分的剧烈波动。同时，少量高分段的考生填报志

愿时，基于一分一段表排名选择顶部院校 (如 C9、
985、211院校)，使得它们的分数区间较小，形成

较弱的连接紧密性。由于底部院校最低录取分波动

幅度大，导致低分段考生更容易由于目标院校的最

低录取分大幅上升而掉档，同时也更有机会被最低

录取分大幅下降的院校录取，所以建议低分段考生

增加填报少数往年录取分高于自身分数的院校。

竞争网络的簇度相关性如图 3所示。竞争网络

中节点度数越大，聚类系数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

簇度负相关性表明竞争网络存在层次结构。相对而

言，大部分度数小的节点 (如度数小于 100)能够更

好地聚类，一般是录取成绩较高的优秀院校，如

985、211院校等；度数较大的节点 (如度数大于

400)之间连接并不紧密，往往聚类效果相对偏弱。

然而，竞争网络的高聚类性与层次结构，表明院校

倾向于构成层次社团结构，本文将着重对竞争网络

的社团结构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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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竞争网络的簇度相关性
 

 

r/N = 7.3% Φ (r/N)

r/N ⩽ 2.8% Φ (r/N) = 1

竞争网络的富人俱乐部连通性如图 4所示。具

体而言，当 时， 非常接近于 1，
表明竞争网络存在富人俱乐部特征。特别是，当

时， 表示度数在前 2.8%的富

节点形成的子图可以构成一个完全联通图。这个度

数阈值为 375，即度数大于 375的节点均为竞争网

络的富节点。表 2列出竞争网络中富节点对应的院

校，其平均度 406.8。值得注意的是，富节点之间

相互连接紧密，但是其连接的其余节点之间没有连

边 (即是富节点与其余节点没有形成闭环)，使得富

节点的聚类系数相对不高。它们聚类系数波动在

0.4~0.5之间。

由表 2可知，富节点中超过 50%是医科类院

校。它们的分数区间较大，区间长度均超过 40，
且均处于 440~500分数区间 (低分段)附近。由于

属于低分段，这些医科类院校在招生时，它们的专

业相似度高、专业之间分差跨度大。这一特征导致

报考其中某一院校的学生分数差距较大，且这些同

类型院校的分数区间重叠较大，使得它们的竞争关

系变得更加剧烈，容易演变成富节点，形成竞争网

络的富人俱乐部特征。因此，考生填报平行志愿

时，应该适当回避这类院校，避免在平行志愿中重

叠填报。 

2.2　竞争网络的社团结构

N M

u ∈ {1,2, · · · ,N}
su ∈ {1,2, · · · ,M} K = 6

u

χu ∈ {1,2, · · · ,K} χi i

si γsx

竞争网络的中尺度如社团结构分析，能够帮助

考生深入地理解在不同层级院校招生时的竞争关

系。本文基于节点元数据 (如院校标签)，利用文

献 [23]提出的网络社团结构推断方法，对竞争网

络进行社区划分。假定一个具有 个节点与 个社

团的竞争网络，节点的标记 , 社团的

标记 。院校标签类别数量是 的

离散值，分别表示“C9”“985”“211”“省部

共建”“省属”与“其他”，使得节点 的元数据

标记 。定义具有元数据 的节点 划

分到社团 的概率为 ，社团之间存在连边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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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竞争网络的富人俱乐部连通性
 

 

表 2    全联通的富节点对应的院校
 

度 高校 度 高校 度 高校

375 湖北科技学院 394 沈阳医学院 415 湖北经济学院

377 沈阳工程学院 394 海南医学院 431 内蒙古工业大学

378 哈尔滨医科大学 396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436 新疆医科大学

380 金陵科技学院 397 湖南农业大学 438 山东建筑大学

383 嘉兴学院 398 鲁东大学 439 福建中医药大学

384 浙江中医药大学 399 天津中医药大学 450 潍坊医学院

384 丽水学院 400 湖北医药学院 456 内蒙古医科大学

385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410 广东海洋大学 465 齐齐哈尔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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θst = θts为 。因此，竞争网络的概率生成模型可以表

示为[23]：

P (A |Θ,Γ,X ) =
∑

S
P (A |Θ,S ) P (S |Γ,X ) (6)

A N ×N

X N ×K

Θ M×M

θst；Γ M×K γsx S

N ×M

式中， 表示一个 对称矩阵，表征竞争网络的

邻接矩阵； 表示一个 矩阵，表征节点标记

的元数据； 表示一个 对称矩阵，包含参数

表示一个 矩阵，包含参数 ； 是一个

矩阵，表征节点被分配的社团结构。将式

(6)进行对数化，应用 Jensen不等式，将其表达式

变换为：

log P (A |Θ,Γ,X ) ⩾
∑

S
q (S) log

P (A |Θ,S ) P (S |Γ,X )
q (S)

=

∑
S

q (S) log P (A |Θ,S )+
∑

S
q (S) P (S |Γ,X )−

∑
S

q (S) logq (S)
(7)

q (S) ∑
S

q (S) = 1 q (S) =

P (A |Θ,S ) P (S |Γ,X )∑
S

P (A |Θ,S ) P (S |Γ,X )

A

X M

Θ Γ

q (S) q (S)

Θ Γ q (S) =

P (A |Θ,S ) P (S |Γ,X )∑
S

P (A |Θ,S ) P (S |Γ,X )

P (A,S |Θ,Γ,X )
P (A |Θ,Γ,X )

P(S |A,Θ,Γ,

X ) q (S)

P (S |A,Θ,Γ,X )

q (S)

式中， 表示任意节点分配到不同社团的

概 率 分 布 ， 满 足 。 在 满 足

时，式 (7)式右端取得最

大值 [24]。因此，在给定连接矩阵 ，节点元数

据 与划分的社团数量 ，本文可以利用期望

最大化算法，结合式 (7)进行参数估计及社团结

构划分： 1) 对 、 进行随机初始化，计算

；2) 固定 ，最大化不等式 (7)；3) 重复

步骤 1)和 2)，直到 、 收敛稳定时，

= =

，表示 等价于竞争网络的社团结构最优化划

分的后验概率 ；4) 通过得到已收敛

的 ，获取任意节点分配到不同社团的概率，选

取最大概率对应的社团作为该节点的所属社团，在

此基础上得到竞争网络的 (非重叠)社团结构划分。

p (χ) χ

s

同时，社团内节点元数据并不完全一致，导致

社团内院校可能存在一定的层次化差异。本文采用

基尼不纯度 (Gini impurity, GI)来衡量社团内院校

的层次化差异[25]。假设 表示标记元数据 的节

点在社团 中出现的概率 (或归一化频次)，则该社

团的基尼不纯度定义为：

GI(s) =
∑

χ∈{1,2,··· ,K}
p (χ) (1− p (χ)) (8)

M = 6

GI取值越大，表明社团内院校具有不同标签

的混乱程度越高，存在较为明显的层次化差异。通

过预定划分竞争网络的社团数量 (与标签类别

数量一致)，利用上述算法得到竞争网络的社团结

构，如每个社团的GI值、规模、代表院校等，如表 3
所示。

  
表 3    基于节点元数据和网络结构的竞争网络社团划分

 

社团编号 GI值 社团规模
院校标签类别分布“C9” “985”

“211” “省部共建” “省属” “其他”

1 0 2 2, 0, 0, 0, 0, 0
2 0.198 9 8, 1, 0, 0, 0, 0
3 0.711 366 3, 33, 79, 139, 110, 2
4 0.404 251 0, 0, 0, 69, 181, 1
5 0.421 116 0, 0, 0, 35, 81, 0
6 0.213 190 0, 0, 0, 23, 167, 0

 
 

由表 3可知，社团 1、2、6具有较小的 GI
值，表明构成社团的大部分院校具有相近的教育水

平。如图 5所示，社团 1由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构

成，社团 2由部分 C9院校 (含医学院)与 985院校

中国人民大学构成。这些社团内院校具有相近的教

育水平 (即同质性)，它们在招生时存在较为激烈的

竞争关系。而且，由社团 2可知，同属于 C9院校

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由于地理位置

影响，它们与其他 C9院校的竞争关系相对较弱。

社团 6由大部分地方性的省属院校构成，它们教育

水平相对较弱。这些院校的分数区间靠近本科第二

批次线，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导致激烈的竞争

关系。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大学医学部

复旦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医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a. 社团 1 b. 社团 2

图 5    竞争网络社团划分 

 

同时，社团 4、5具有适中的 GI值。它们主要

由省部共建与省属院校混杂构成，具有适当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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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一般在本省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特别

值得注意是，社团 3具有最高的 GI值，且社团规

模最大、混杂度最高。它包括部分 985院校、

211院校、省部共建、具有优势专业 (特指在本科

第一批次招生专业)的省属院校，以及其他特殊院

校。虽然这些院校存在一定的同质性，但是分数区

间跨度较大，其内部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层次化结

构。Louvain算法是基于模块度的经典社团划分算

法，能够快速划分网络社团[26]。同时，考虑到再次

使用网络社团结构推断方法可能无法细化社团 3的
子结构，本文从模块度视角通过 Louvain算法进一

步分析该社团的层次化结构。社团 3划分的子结

构 GI值、规模，如表 4所示。

由表 4可知，所有子结构都具有相对适中的

GI值，每一个子结构包含两个大类院校，且院校

教育水平逐次降低以体现一定的层次结构。如子结

构 1主要由有教育水平较好的 985与 211院校构

成 (如图 6所示 )，子结构 2主要是排名适中的

211院校与具有特色学科的省部共建院校构成。因

此，本文通过子结构中院校标签类别分布，能够清

晰地、科学地得到社团 3内同质化院校的不同层次

分布，从而对合理、分梯度地志愿填报进行有效

指导。

基于上述社团结构分析，同一社团中同质化院

校的竞争关系较为剧烈。这样会导致院校在招生政

策上采取一些有利于考生的政策，以此来吸引考生

填报。但同样，在对同质化院校进行填报时，应充

分考虑到社团内院校仍然可能存在分数区间的层次

性。因此，考生在进行志愿填报时，应当依据社团

结构划分的结果，在异质化的社团之间进行初步的

筛选，并基于社团内部的层次结构，利用高度同质

化院校的竞争关系进行合理、分梯度地填报，从而

进入更优质的院校。
 
 

空军军医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首都医科大学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央财经大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中国政法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宏福校区)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天津医科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 (保定)

河北医科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东北大学

大连医科大学

吉林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同济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东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大学

苏州大学

东南大学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河海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苏州校区)

浙江大学医学院

厦门大学

山东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威海)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

中山大学

暨南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

重庆大学

四川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沙河校区)

西安交通大学

西北工业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兰州大学

图 6    社团 3划分的子结构 1网络
 

 
 

3　结 束 语
本文应用复杂网络理论实证研究高考志愿填报

过程中院校之间的竞争关系，分析其存在的异质度

分布特征、层次结构特征、富人俱乐部以及社团结

构特征。依据竞争网络结构 (院校竞争关系)与节

点 (院校)的标签信息进行社团划分，其结果表明

 

表 4    基于 Louvain算法的社团 3划分
 

子结构编号 GI值 子结构规模
院校标签类别分布“C9” “985”

“211” “省部共建” “省属”“其他”

1 0.61 69 3, 30, 30, 5, 1, 0
2 0.64 72 0, 3, 35, 23, 10, 1
3 0.62 82 0, 0, 13, 33, 36, 0
4 0.58 48 0, 0, 3, 22, 22, 1
5 0.52 95 0, 0, 2, 51, 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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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社团内院校在招生时存在较激烈的竞争关系，

这种潜在的竞争关系将会影响院校的招生政策。进

一步，本文通过 Louvain算法发掘社团内竞争关系

的层次结构特征，衡量社团内院校之间的竞争关系

层次差异性，细化院校之间的竞争关系。

这些实证结果有助于从网络科学角度理解院校

的竞争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归纳了一些志愿填

报策略和建议：

1) 考生按照高考成绩，对应到社团划分得到的

院校组群 (即社团或社团子结构)。按照院校组群的

层次化差异，可以合理、分梯度地填报平行志愿，

且每个梯度对应某一个层级的院校组群。如社团

3分解成 5个层级的子结构，它们具有明显的梯

度，考生可以适当选择 2～3个梯度的院校组群，

分别填报合适的目标院校。

2) 填报平行志愿时，要适当减少分数区间波动

较大的院校，降低平行志愿滑档的风险。如医科类

院校的分数区间每年波动较大，填报此类院校的考

生也较容易滑档。

3) 如果考生的高考成绩处于本科第二批次的分

数线附近，需要平衡目标院校的类型、地理位置

等多种因素，结合“冲稳保”策略合理地填报平行

志愿。

最后，考虑到不同院校专业录取规则与设置专

业的差异性，本文不直接考虑 (不同学校)同专业

之间的竞争关系。但是，本文对院校竞争关系是基

于院校分数区间进行度量的，分数区间的下限表示

院校的录取成绩，分数区间的上限表示院校最优专

业的录取成绩，分数区间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同学校

不同专业之间的竞争关系。因此，仅有上述最后一

项建议中的“冲稳保”策略可适用于填报同院校专

业，且建议勾选“服从专业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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