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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以奖学金、学生贷款、勤工助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

免为主体的、多元化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从很大程度上缓

解了贫困生的学习、生活困难。但一些教育界专家表示，我

国现有的高校学生资助体系依然存在信息渠道不畅、资金分

配不均、资助力度有限、贷款门槛过高四大"软肋"，使得不

少贫困生难以享受到这些资助。 贫困生资助体系已初步建立 

按照我国高等教育法相关规定，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按照国

家规定缴纳学费。家庭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补助或者减免

学费。同时，国家设立高等学校勤工助学基金和贷学金，并

鼓励高等学校、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

和个人设立各种形式的助学金，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

帮助。高等学校的学生在课余时间可以参加社会服务和勤工

助学活动，但不得影响学业任务的完成。财政部和教育部还

出台了将高校学费１０％用于助学的具体措施，最终建立以

国家助学贷款为主体，"奖、贷、助、减、免"有机结合的高

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努力确保广大贫困学生都能

通过获取一项或多项资助政策，顺利完成学业。 湖北省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姜旭萍介绍，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实施国家

助学贷款新机制至２００６年６月，湖北省共发放助学贷款

８．５亿元，资助贫困生１７．５万人。去年秋季开学，湖

北省高校共有３．５万名贫困生通过"绿色通道"入学，缓交

学费１．５亿元。 与此同时，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由于监管



体制不严，一些申请了助学贷款的学生，一方面享受助学贷

款，一方面追求高消费。湖北黄石一高校学生，入学后办理

了四年的国家助学贷款１．９万元。贷款后，程某在学习上

不求上进，截至目前已有６门功课考试不及格，且一年来花

３０００多元更换３部手机，花７０００余元购买笔记本电

脑。正在读大三的程某告诉记者，助学贷款是大一时办的，

当时因父亲的企业经营困难，才申请助学贷款。大二后家庭

条件好转，因此有钱购买手机和电脑等。 我国高校学生资助

体系存在四大"软肋" 教育界有关人士表示，我国高校学生资

助体系存在的四大"软肋"，使得不少贫困生难以享受到这一

优惠政策，而一些不应该享受资助的学生却迟迟没有退出资

助行列，占用了名额。 "软肋"之一：贫困生信息不畅 评定标

准滞后 据了解，目前各高校对学生经济情况的了解，还仅限

于学生入学时的《家庭经济状况调查表》，或者生源地一些

部门的一纸证明，入学后也只能依靠对学生日常生活的观察

，信息不对称的情形经常发生，对于什么样的家庭经济状况

可以定为贫困，以及如何评定贫困的等级，标准不统一。不

少地方和高校没有依据变化了的经济情况来调整这些标准，

导致贫困生资助覆盖面变小变窄。 "软肋"之二：资助体系分

散 资金分配不均 作为国家整个贫困生资助体系的直接执行人

，高校大多按照相关规定分散执行奖助学金、助学贷款、勤

工助学、学费减免等政策，而缺乏一整套针对学生个体的帮

困助学方案，以致各项措施交叉执行，形成重复资助、覆盖

面过窄等分配不均衡现象，经常出现大家都关注个别最困难

的学生，而使个别困难学生的受助总额大大超过本身资助需

求的情形；同时，其他困难学生则得不到应有的资助，最终



影响了贫困生资助活动的公平公正。 "软肋"之三：资金来源

狭窄 资助力度有限 南京师范大学学工处副处长宋清涛认为，

从现在高校助困的几个渠道来看，由于近年来招生规模基本

稳定，学校学费收入不会有多少波动，因此提取１０％的比

例增长的可能性不大；社会资助方面，从近几年的数字看，

上升的幅度也不是太明显，而且社会团体、个人捐赠具有不

可控因素；政府资助和助学贷款应该是助困资金新的增长点

。而这些其实都暴露出资金来源狭窄的问题。 "软肋"之四：

贷款门槛过高 国家助学贷款的出现，大大缓解了高校助学方

面的压力，但是，贷款本身的门槛过高，一定程度上将部分

急需资助的贫困生拒之门外。据介绍，申请助学贷款必须要

学生提供成绩单，而且不能有不及格的科目，南京师范大学

去年８００多名学生申请助学贷款就有１００多人因为这一

规定而没有获得贷款。 另外，银行为防止学生欠贷，设定了

两个２％的限度，即一所高校所办助学贷款中，到期不还款

的人数或不良贷款额超过总数的２％，原则上银行将停止向

该高校放贷。２００５年，南京师范大学助学贷款中不良贷

款有９万多元，学校只好先行垫付一点。 江苏省教育厅国家

助学贷款管理中心主任陈虎介绍，虽然各地都在积极推进国

家助学贷款工作，但现在银行一方面担心风险问题，另一方

面觉得手续烦琐，导致其积极性受到影响，目前江苏有几所

民办高校还没找到助学贷款的合作方。 四大举措化解高校助

困难题 针对高校助学体系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专家建议，

应从四个方面采取措施，以化解高校贫困生助学面临的难题

。 第一，加大政府财政助困投入。 专家指出，因为高校学费

收入比较固定，按规定从其中提取１０％的助困资金也就相



对固定，而自筹资金方面浮动也不会太大，唯一能增长且比

较可控的渠道就是政府财政投入了。一方面是增加国家和省

级奖助学金额度，另一方面适当增加用于申请助学贷款的风

险补偿金的分摊比例。 第二，建立评定机制，设计资助规划

。 "各校助学资金基本能覆盖到每个贫困生头上，但是每人获

得的资助有多有少，悬殊比较大，有的能拿到几千元，而少

的只有几百元，相差很大。"宋清涛认为，应采取对学生进行

家访或委托进行家庭情况调查等形式，摸清学生真实家庭经

济情况，并按照事前制订好的标准对其贫困程度进行评定、

建立档案。经过评定后，为每一位受助学生的具体情况设计

一份完整的资助计划，并监测其在校期间的整个受助过程。

资助计划中包含学生基本信息，以及他可能获得的所有资助

项目，将包括奖助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和减免学费等

在内的贫困生资助项目全部归入资助计划，并统一实施监测

，保证工作更加有效、更具有针对性，避免因管理分散而产

生的资助金额不均衡的情况，保证公平、有效地分配，公正

、公开地实施助困活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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