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国家教育考试条例（摘要）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家教育考试行为，保障国家教育考试的公正有序，维护

参加国家教育考试人员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及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各类高等学校入学考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国家

教育考试机构主办的非学历教育考试等国家教育考试，适用本条例。

硕士、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涉及国家教育考试的适用本条例。

第二章 报名应考

第六条 符合国家教育考试报考条件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本市范围内的国

家教育考试。

第七条 报考人员应当按照教育考试机构公布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报名，并

提交报考条件所要求的有效证件和其他书面证明材料。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考生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第八条 教育考试机构对符合国家教育考试条件的报考人员核发准考证。

第九条 考生享有下列权利：

（一）按照国家规定报名参加考试，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干预；

（二）知悉考试科目、时间、地点、收费等信息；

（三）获得考试成绩通知，申请成绩复核并知晓结果；

（四）考试合格后获得相应的证书或通知；

（五）揭发、检举、控告考试中的违法、违规行为；

（六）对教育考试机构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可提出申诉或复核申请；

（七）对教育考试机构及考试工作人员的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失申请补偿或依

法提出经济赔偿；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残疾人员的报名应试权利应当得到保障，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教

育考试机构应当为残疾考生应考提供必要条件。市教育考试机构、招生学校和单

位对不适合残疾人员报考的专业应当在报名前十五日公告。

第十条 考生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遵守考试行为规范、考试纪律和考试保密规定；

（二）服从考场工作人员的指令；

（三）配合有关部门对考试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

（四）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考试费用；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 考试实施



第二十六条 下列行为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

（一）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文字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关的电子设

备参加考试的；

（二）在考试中有夹带、抄袭、传递、换卷等行为的；

（三）代替他人参加考试、由他人代替本人参加考试或者组织人员替人参加

考试的；

（四）利用通讯工具组织、策划或实施传递试题、答案等考试信息行为的；

（五）传播、出售保密期内试题、试卷、答案和评分参考的；

（六）其他按国家规定应当认定为作弊的行为。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有关行政部门、教育考试机构及考试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行政监察部门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对主要负责人及

直接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报名考试规定的；

（二）侵犯报考人员合法权益的；

（三）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

（四）违反规定擅自给考生加分的；

（五）疏于管理，致使考试中出现严重违规行为的；

（六）违反国家教育考试试题印制和管理规定的；

（七）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第四十四条 考生有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作弊行为的，当次考试科目成绩无效，

已被录取的取消其入学资格或者学籍，已取得合格证书的由发证机关予以注销。

在校就读的学生有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作弊或参与作弊行为的，由其所在学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直至开除学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作弊或参与作弊行为的，由其所在单

位给予行政处分，直至开除公职或解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有第二十六条第三项规定的代替他人参加考试和由他人代替

本人参加考试的作弊行为的，由市教育考试机构处以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有第二十六条第三项规定的组织人员替人考试，以及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

作弊行为的，由市教育考试机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作弊工具可

以实施查封、扣押并依法处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为考生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由行政监察部门或有关主管部门

追究其单位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教育行政部门或教育考试机构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

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自 2007 年 9 月 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