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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的完善与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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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大学 ,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　要:我国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在其运行过程中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 ,制约了资助目标的实现。

通过目前高校贫困生资助的实践 ,分析了资助体系在其操作层面上存在的主要问题 ,并从政府与高

校两个方面 ,就如何采取更加切合实际的政策性措施 ,强化基础性工作 ,完善与创新资助体系 ,进行

了理论和实践的探讨 。

关键词: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完善;创新

中图分类号:G46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4)03-0072-04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on of subsidization for poor students

BAI Hua , CHAI Qi-dong
(Changan University , Xian 710064 , China)

Abstract:There are some big problems in carrying out subsidization fo r poo r students in our country.

From the practice of present subsidization for poor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 the paper analy ses the big

problems in carrying out the subsidizat ion.And from the aspects of universit ies and government , what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 how to enforce basic w ork and how to improve and innovate the present

subsidization are also explo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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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招生

规模迅速扩大的进程中 ,由于高考录取机会均等和

经济发展不平衡 ,高等学校在校生中形成了一个数

量庞大的贫困生群体 。为了让处在不同经济条件下

的优秀青年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均等机会 ,新型贫

困生资助体系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产物应运而

生。回顾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 ,大学生资助经

过了免学费加人民助学金单一资助 、奖学金与助学

金混合资助 、“奖 、贷 、助 、减 、补”综合资助体系初步

建立等几个阶段”[ 1] 。从理论上讲 ,现行资助体系

与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制度是基本适应的 ,但实

际运作的结果却与改革的预想相去甚远 。如何进一

步完善资助体系 ,实现资助目标 、保证资助的公正和

持续有效 ,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也是高

等学校需要认真研究的崭新课题。

一 、对现行资助体系的认识

“奖 、贷 、助 、减 、补”综合资助体系与以往资助比

较 ,最显著的特征是动员了更多的资助主体参与 ,开

辟了更多资助来源 ,采用了更多资助方式 。这些特

征决定了综合体系下的资助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

构成资助工作系统的要素主要包括:资助主体 、资助

对象 、资助制度 、资助目标 、资助资源 、资助方式等。

在这些要素中 ,资助主体掌握资助资源 ,资助目标反

映资助主体的价值诉求 ,资助方式是控制资助资源

流向资助对象的通道 ,资助制度是协调各要素关系

的保障和规范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体系中 ,现阶段

存在以下几个主要矛盾 。

(一)资助资源的供给不足与需求不断增加的矛盾

“奖 、贷 、助 、减 、补”综合资助体系中资助资源主



要来自政府 、高校 、金融部门。国家规定 ,高校要划

出学费的两个“10%”用于学生资助 ,即一个 10%用

于学生的奖学金 、学费减免 、困难补助等 ,另一个

10%用于建立学生勤工助学基金。从资助实践考

察 ,有几个因素影响高校资助资源不能流向需要资

助的贫困生:一是奖学金面向全体学生而非专门指

向贫困生;二是减免学费主要用于“国家奖学金”和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受助学生的配套减免;三是学

校提供的勤工助学岗位有限 ,且资助额度小。从政

府和银行来看 ,2002 年中央财政安排 2亿元 ,资助

4.5万名贫困学生;国家助学贷款 20.6亿元 ,资助

学生 25.5万名[ 3]在部分省区实施的“西部开发助学

工程”每年资助 2080名 。同年 ,全国普通高校在校

生为 758万人 ,仅有 4%的学生通过国家奖学金 、国

家助学贷款 、西部开发助学工程方式获得资助 。然

而 ,对于多数高校来说 ,目前贫困生占到学生总数的

30%左右 ,并且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 ,在

校学生规模进一步增加 ,贫困生数量会越来越多 ,需

要的资助资源越来越大。尤其在国家助学贷款实施

受阻的情况下 ,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愈加突出。

(二)资助主体与资助对象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

矛盾

从资助性质看 ,“奖 、贷 、助 、减 、补”综合资助体系

中 ,可分为两种资助 ,即有偿资助和无偿资助。学费

减免 、困难补助 、生活补贴等为无偿资助 ,资助对象的

受助只需资格确认 ,便享有受助权利而无需承担偿还

义务。国家助学贷款是典型的有偿资助 ,是资助主体

—银行与资助对象—学生间的借贷关系。由于资助

制度的不完善和信用体系的不健全 ,导致在这一资助

过程中资助主体与资助对象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 ,主

要表现为:贷前 ,学生履行申请和接受审察的义务充

分但获得资助的权利不充分;贷后 ,银行履行义务充

分但获得偿贷的权利不充分。近几年来 ,社会媒体针

对国家助学贷款有两个声音:“学生申请国家助学贷

款难”和“学生还贷率低” ,这是资助主体与资助对象

权利义务不对等形象而简明的反映。

(三)公平公正的资助目标要求与资助所需信息

不充分矛盾

资助工作的公平公正主要包含这样几个含义:

资助资源有效流向需要资助的贫困学生 ,从而保证

这些学生获得与其他人同样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同一环境中同等程度贫困生个体有获得同等受资助

的机会;资助实践中不仅要求对资助对象公平公正 ,

对资助主体也要求公平公正 ,也就是资助主体的权

利要有比较充分的保障 ,如国家助学贷款资助中银

行应该获得还本付息的权利 。

实现资助工作的公平公正有三个关键环节:资

助对象的准确界定;资助资源顺畅地流向资助对象;

资助对象按约履行义务 。落实这三个环节需要两个

支撑 ,即合理有效的资助制度 、程序和完备的信息

(特别是资助对象个体的完备信息)。尽管现有的资

助制度和程序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但资助信息特别

是资助对象个体的信息不充分 ,是目前资助工作实

践中制约资助对象准确界定和有效监督其履行义务

的关键因素 。

从另一个角度看 ,现行的资助体系还具有以下

几个特点:

第一 、在各类资助资源中 ,国家助学贷款是主渠

道 。针对经济困难学生的国家奖学金以及西部开发

助学工程 ,其资助面太小 ,不足以解决高校大批贫困

生的问题 。社会资助多以奖学金的形式设立 ,贫困

生 、特困生获取的数量非常有限。高校从学费中划

出的资助资金用于贫困生的针对性资助不足 ,且投

入到每个资助对象的资助额太小。诸多资助主体

中 ,从提供的资助资源总量来说银行贡献最大 ,而且

通过借贷的方式进行资助 ,有利于增强学生的责任

感和诚信意识。这种方式也是世界各国实施高等教

育资助的主要途径 。

第二 、资助主体对资助对象的评价和预期是影

响资助体系运转的关键因素 。银行作为主要资助主

体 ,其承担资助义务的态度和落实资助贷款的多少

对资助工作全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银行的态

度 、行为又主要取决于他们对资助对象的偿贷能力

和偿贷自觉性的评价和预期 。分析目前高校学生受

助情况不难发现 ,国家助学贷款落实好的多是名牌

高校 ,社会个人和企事业单位的资助也多集中在重

点大学或名牌高校 ,资助资源的“马太效应”是资助

主体对资助对象评价和预期的自然反映和结果 。

第三 、高校是资助主体间的枢纽 。政府 、高校 、

银行 、社会各界人士 、企事业单位共同构成资助主

体 ,而高校是这些资助主体间的枢纽 。高校在为贫

困生提供资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政府资助政策

的落实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学校 ,社会资助一般也

要通过学校。从资助资源流向控制程序看 ,资助工

作系统实现资助功能主要有两个方式:高校※学生;

政府 、银行 、社会个人 、企事业单位等资助主体※高

校※学生 。从资助工作系统的基础支撑看 ,高校承

担了资助对象界定的基础工作和资助对象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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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的主要工作 。

二 、资助体系的完善与创新

“奖 、贷 、助 、减 、补”综合资助体系的设计 ,充分

考虑了中国国情和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多方面因

素 ,从理论上解决了公平与效益的问题。特别是作

为主要资助资源的国家助学贷款 , “综合了商业活动

中所有优点 ,是一种既有助于实现机会均等 ,又能够

保证成本分担 ,成本 —收益平衡的资助办法”[ 2] ,应

当作为资助体系完善的主要着眼点 。

但是 ,助学贷款无论从世界各国的推行还是我

国近几年的实践都不如人意。“或者是贷学金的规

模难以扩大 ,因此难以起到资助大批贫困生的作用;

或者是贷学金的拖欠率太高 ,纳税人的负担沉重 ,导

致贷学金不足 、无以为续 ,导致贷学金蜕变成变相的

助学金”[ 3] 。同时 , “国家奖学金” 、“西部开发助学

工程”的实施对助学贷款的回收带来了较大的负面

影响 ,主要表现在:资助人数少 、额度大 ,在贫困生中

造成严重的心理失衡 。这两项资助年均 4 ～ 6千元 ,

同时可配套减免学费 ,实际资助力度达 1万元 ,而受

助学生却不足贫困生的 5%。贫困生能否获得此项

资助 ,导致的经济条件可谓天地之别。然而 ,如此巨

大的资助却无需偿还 ,这就为国家助学贷款受助学

生拖欠还贷提供了心理上的平衡点 。

因此 ,完善资助体系的关键在于建立助学贷款的

资金回收机制 ,它是资助方案能否成功实施的命脉 。

(一)政府要采取积极的政策性措施

综合几年来资助工作的实际 ,笔者认为 ,提高助

学贷款的回收率 ,减少银行的风险 ,政府可采取以下

政策性措施。

1.适当降低资助额 ,扩大资助面

调整国家奖学金以及西部开发助学工程的资助

力度和资助方式 。受助学生应通过不同方式承担偿

还义务 。比如与当前毕业生就业的政策导向相结

合 ,以协议的形式要求受助学生毕业后先到西部地

区 、基层单位或其他国家急需人才的地方工作若干

时间 ,作为对资助的补偿。更重要的是消除了申请

助学贷款贫困生的攀比心理 ,增强还贷的自觉性。

2.强化助学贷款清还督办功能

建立国家助学贷款偿还督办基金 ,银行会同高

校组成还贷督办联合机构 ,对于具备偿还能力的毕

业生要不惜花费精力督促其按约偿还 ,打消部分学

生拖欠贷款或一贷了之的侥幸心理 。完善高校受助

毕业生个人信用体系 , “对恶意违约拒还贷款的毕业

生要在媒体披露 ,公布违约学生的姓名 、入学前家庭

住址 、毕业学校 、毕业后的就业单位 、身份证号码和

拖欠贷款本息金额等 。建立借款学生网上查询系

统 ,开展助学贷款网上追款业务 ,对违约学生在网上

发布信息 。”[ 4]形成强有力的还贷约束机制 ,并以此

教育获贷贫困生提高信用意识。

3.适当延长还贷期限

当前毕业生就业难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 ,

家庭贫困的大学生就业更难 。即使就业也很难获得

高薪水。另外 ,多数贫困学生的家庭都在学生上学

期间形成债务 ,他们毕业后又正是恋爱 、结婚的年

龄 ,所以就业的前几年经济负担最重 ,要求他们毕业

后几年内偿还贷款是不切实际的 。推迟还贷期 ,有

利于减缓还贷压力 ,提高回收率 。

4.建立国家助学贷款风险基金

作为银行来说 ,担心学生不能按期还贷是正常

的 。客观上 ,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学生不能还贷也是

难免的 ,如学生未完成学业或毕业后长期失业等。

因此 ,在完善资助体系的过程中应主要通过国家和

学校共同投资建立助学贷款风险基金 ,以减轻银行

压力 ,促进助学贷款的可持续进行。

(二)高校要强化基础性工作

高等学校既是资助主体之一 ,又是其他资助主

体与经济困难学生之间的纽带 ,在整个资助体系中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 ,必须树立有所作为

的思想 ,通过强化基础性工作 ,推动资助体系的完善

和资助方案的成功实施 。

1.营造良好的资助环境

动员全社会力量投入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 ,是

当前资助资源有限背景下的必然要求 ,而社会力量

的投入又依赖于学校良好的资助环境 。学校领导和

相关部门要从“三个代表”的高度出发 ,以对学校发

展和经济困难学生切身利益负责的态度 ,加强校内

资助环境建设 。一是建立和健全资助制度 ,明确资

助主体与资助对象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规范资助

工作机制和程序 ,为银行等社会资助主体投入资助

资源和实现资助目标建立制度平台 。二是落实好

“奖 、助 、减 、补”等资助项目 ,协调好校内资助资源和

社会资助资源之间的关系 ,实现有效互补 ,使各项资

助资源合理流向资助对象 ,按贫困程度和个人表现

等状况各获其助 ,形成资助工作与受助学生心理的

平衡态。三是对资助工作进行必要的投入 ,为银行

经常性的资助工作提供相应的服务。四是建立一支

精通业务 、责任心强 、富有爱心的资助工作队伍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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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助主体科学规范地控制资助流程 ,提高工作效

率 ,减小工作成本。

2.提供完备的信息服务

掌握经济困难学生的真实信息是准确界定资助

对象的前提 ,也是还贷督办业务的需要。高校在实施

资助的过程中要从两方面入手建立完备的信息系统。

首先是贫困生家庭经济状况及其动态信息。目

前资助工作实践中资助对象的确定是一个难点。由

于资助资源有限 ,经济困难学生及其家庭为使自己

在资助对象“轻重缓急”的排序中占据有利位置 ,可

能提供被夸大了的信息 ,资助体系中无偿性资助的

存在 ,强化了他们提供夸大信息的行为。而生源所

在地的民政部门 ,由于客观上“贫困”概念是相对的 ,

主观上出于乡情观念和成全别人 、“做好事”意识 ,往

往出具没有公信力的证明 ,不能对被夸大的信息进

行有效修正 。因此 ,高校在确定资助对象时不能简

单地以一纸证明判断贫困程度 。一方面要依据区域

经济水平 、家庭成员结构及其劳动能力判断其应收

入状况 。另一方面可采取学生参与测评 、开展在校

消费调查等方式了解学生实际生活水平 。在此基础

上进行综合测算排序 ,划分“贫困”档次 ,确定资助对

象。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进行信息系统的动态维

护 ,依据家庭经济变化和个人消费状况及时进行资

助调整 ,保证资助的公正公平 。

其次是受助毕业生就业及其变动信息。我国的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缺失环境下的信用贷款 ,毕业生

还贷的约束机制不够有效 ,银行和高校督促毕业生偿

还贷款是当前资助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就要

求学校及时准确地掌握毕业生就业信息和就业变动

信息。由于毕业生离校后可能发生的再次 、多次就业

与学校没有必然的手续关系 ,就业变动情况的掌握就

成为信息系统建设的又一个难点。因此 ,学校负责资

助的部门应通过用人单位的配合 ,以受助毕业生首次

就业为起点 ,将就业变动信息及时反馈记录 ,并定期

与毕业生及其所在单位联系 ,建立起跟踪式 、不断链

的受助毕业生就业动态信息系统 。同时与贷款经办

银行联网 ,为偿还贷款的催办工作提供服务。

3.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

大学生是未来国家建设的骨干力量 ,诚信守法

是其必备的道德素质 。助学贷款之所以采用无需担

保的形式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考虑到大学生是高素

质群体 ,对他们将来履行还贷义务有一个良好的预

期。然而 ,诚信是一种道德规范 ,诚信素质的形成既

要靠教育 ,还要靠约束 ,学校必须从两方面抓起 。一

方面要把诚信教育纳入整个思想教育体系 ,作为经

常性的工作。对于受助贫困生 ,要进行系统的助学

贷款政策教育 。要讲清助学贷款的性质 、对象以及

违约所产生的法律后果;讲清助学贷款的意义以及

违约对本人 、学校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让学生懂得

助学的原则是扶贫先扶志 ,受助学生要做到家穷志

不穷 ,经济困难而道德富裕;让学生懂得诚信既是市

场经济准则 ,又是一个人道德水平的标志 ,人格信誉

是自身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是每个人立身之本 ,助学

贷款是大学生跨入社会的第一份信用记录 ,它将对

终生的个人信誉影响深远。

另一方面 ,要对受助学生进行在校信用情况审

查 ,建立完备的个人信用档案。申请助学贷款的学

生其申请理由是否真实 ,反映的家庭状况是否属实 ,

助学贷款的使用是否符合要求 ,包括学习态度 、遵纪

守法等情况都应当认真考察核准 ,并记入信用档案。

对于弄虚作假 、考试作弊 、不守承诺 、铺张浪费的受

助学生要进行必要的惩戒 ,直至终止资助 。学生毕

业后 ,要将信用档案转至就业单位 ,同时学校仍需要

对毕业生履行还贷义务情况定期与所在单位沟通 ,

督促其按约还贷。只有通过教育与约束的紧密结

合 ,才能有效提高受助学生的诚信素质 ,构建起助学

贷款良好的信用基础。

4.密切与经办银行的协作关系

国家助学贷款是由商业银行运作的国家政策性

贷款 ,商业银行以营利来评价其业绩 , “开展助学贷

款额度小 、分散 ,业务相对成本高 、风险大 ,坏账率

高”[ 3] ,银行对该业务积极性不高是可以理解的。

所以高校应按照互惠互利的原则 ,开展和银行的多

方面业务合作 ,把助学贷款与银行其他金融产品“捆

绑”起来 ,以调动银行开展助学贷款业务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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