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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过后的第一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学生小

李背着书包，急匆匆地走向位于学校东区活动中心一楼的“

一卡通”结算中心，是学校电子邮件“一对一”地通知她来

此“加卡”领取生活困难补助的。 “收到邮件的同学在此放

卡领取补助”，贴在玻璃墙的偌大标语格外醒目。小李把挂

在脖子上的红色“一卡通”放到“通用读写器”上。“嘀”

一声，一脸笑容的工作人员已将160元的补助静悄悄的加到了

她的消费卡上，不需要办理任何手续，也不需签字。 此前，

校网络中心在跟踪学生“一卡通”消费情况时，发现她几乎

每天都在食堂用餐，可上个月的消费总额还不到150元。 “没

想到，真的没想到！”小李一脸笑容地说：“这种补助方式

充分考虑到部分同学不愿张扬贫困的心理感受，体现了学校

对学生的尊重。” 隐形贫困催生隐形资助 小张是2005级学生

，来自江西吉安农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家有70

多岁的老奶奶和正在读高中的妹妹，父亲患有严重的风湿性

关节炎，全家仅靠几亩薄田的收入维持生活。开学前他是向

亲戚借了5000元才凑足学费的。 上学后，小张一直比较节俭

，暗地里还找了一份家教工作。因为学习成绩优秀，他上个

学期得到了新生奖学金1000元、优秀学生奖学金500元。但这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的生活困难问题。不过，小张从小就

过惯了苦日子，他将每天的生活费都控制在5元左右。就是这

样，自尊的他从来没有向别人透露过自己的窘境。 “每个人



对痛疼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中国科大学生处副处长尹红说

，学校每年由《家庭经济情况调查表》统计出贫困生的数据

只是显性的，还有一些隐性贫困生，他们不愿把自己的贫困

说出来。有的贫困生认为，申请困难补助，要开证明，学校

要调查，怕在同学们面前抬不起头来。 但小张的消费明细状

况，中国科大有关部门还是注意到了。原来，学校通过网络

技术，实现了“校园一卡通”。“一卡通”是学生在校日常

消费的工具，学生处与网络中心、饮食中心、财务处等部门

联合，在“一卡通”网络系统中设定学生消费情况预警线。

如果有学生每月在校内食堂用餐60次以上、消费总额在150元

以下，“一卡通”系统就会自动生成数据库，学生处便主动

核实情况并在该生“一卡通”账户中每月存入150元或200元

的补助。 据中国科大学生处处长朱灿平介绍，这种不见面的

“隐形资助”从2004年正式实施以来，共发放补助款近64万

元，受惠同学达到3600多人次。 低调温馨更需高调完善 “每

次领到这种补助，都感觉很温暖。”“隐形资助”的受益者

吴琼（化名）说，她特别感激学校的细心，“同学私下称赞

这是一份‘低调的温馨’。” 不过，对这种补助方式，也有

同学提出质疑。曾经有一次，在校园BBS上，有同学直指“隐

形资助”存在补助对象容易偏差的隐患。去年9月，有媒体报

道科大这种做法后，也有教育界专家对其操作的准确性表示

担忧：“贫困补助发给谁？张三，还是李四？必须严格按照

标准发放。在他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给学生，在一定程度上

就没有了监督。” “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长期从事学生

工作的朱灿平谈起“隐形补助”体系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如

数家珍。“这项工作可以说是在经过三个过程后才不断完善



的。” 一开始，对达到预警线的贫困生，学校便在其“一卡

通”账户中存入每月150元或120元的补助，无须学生自己申

请补助和院系批准。这样操作起来虽然简单，但的确存在一

些漏洞。比如，有的女生因节食瘦身消费较低，也有两个人

合作一个用卡打饭一个人用卡买菜，还有少数当地学生经常

回家用餐，或者部分同学在校外吃饭，等等。这些都在一定

程度上造成“一卡通”数据库自动生成的数据与真实情况不

符。 “显然，自动生成的数据库里包括一部分‘坏数据’”

，朱灿平说，“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剔除这些‘坏数据’

，保留和吸收好数据，让真正需要资助的同学得到恰如其分

的资助。” 为此，从2004年9月开始，学生处把从“一卡通结

算中心”数据库打印出的名单交给各院系分管学生的负责人

和班主任进行逐个核实，一一甄别。这样做，最大限度地保

证了数据与真实情况的吻合，可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

操作起来很烦琐，量大，周期长，院系意见较大”。负责这

项工作的学生处王胜平老师介绍，每月总有10天时间，院系

的咨询电话不断，让她应接不暇，实感无奈。 怎么办？学生

处在全校院系学生工作负责人会议上，提请讨论这个问题。

“建立比对数据库”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 从去年起，中国

科大学生处利用网络对新生心理和家庭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

，同时，综合考虑各院系学生负责人平时掌握的学生生活情

况，建立了贫困生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每学期更新一次，保

持数据的及时、准确。 “根据我校设定的贫困线标准，我校

贫困生的比例一般在25％左右，而我们将入选数据库的学生

比例放大到40％。目的是尽量将‘边缘学生’纳入视野之内

。”朱灿平说。 “‘隐形资助’的概念才提出不久。”朱灿



平称，这种资助方式目前仍在探索和完善中，我们的目标是

建立一种机制，从而减少工作量和人为因素，增加操作的透

明度，实现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 隐形资助呼唤情感尊重 

已获得6次“隐形资助”的中国科大计算机系二年级学生方运

（化名）来自大别山革命老区，家有务农的父母和常年瘫痪

在床的奶奶，以及正在读高三的妹妹，哥哥在外打工，家境

贫寒，在校每月消费不到150元，同学们至今还不知道他的家

境。 在他入学后的第二个月，学校“一卡通”系统就发现了

他的困境，及时给其每次150元的“隐形资助”。系里知道他

的情况后，及时给他安排了勤工助学岗位。上学期他还得

了500元的优秀学生奖学金，最近又获得了3000元的“村田助

学金”。 “‘隐形资助’只是我校助学体系的一个有益补充

形式。”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窦贤康告诉记者，近年来，中

国科大构筑了以“奖、贷、助、补、减”为主要内容的多元

化助学体系，使许多贫困生在缓解经济压力的同时，能够把

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上，实践了“决不让一个学习优秀的

学生因贫困而辍学”的郑重承诺。 “但同时，‘隐形资助’

也为我们的助学工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窦贤康说，以

前大家都习惯于在评定困难补助时让同学们在一起“述职”

，一个一个自揭“伤疤”，还有的地方出于宣传的需要，让

获得资助的学生在大庭广众之下“示众”。这样做使不少同

学感到自己的隐私权和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在我国大学生

助学体系逐渐完善的情况下，如何让贫困生更加有尊严地接

受资助，避免方式方法上的不当有可能给他们带来的精神上

、心理上的压力，是整体的助学体系在实施中必须更多关注

的问题。”窦贤康认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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