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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验证下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生认定方式探究
——以北京工业大学为例

倪洪亮　贾　萌　王彦泉

（北京工业大学，北京 朝阳 100124）

摘要：近几年，随着国家脱贫攻坚进入决胜阶段，大学生在

校的消费受到了很大的关注。党中央、国务院也极为关注。为此

建立了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各高校也建立了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这些举措都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了

实实在在的帮助。但是目前各高校采取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过于单一，主观性太强。由于认定体系的模糊，存在着帮助不精准，

帮扶不全面的问题。为此，尽量减小主观判断的成分，照顾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心理显得尤为重要。本论文以北京工业大学在校学

生的消费数据及问卷调查提出一种有效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

方法，确保扶贫工作的有效，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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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内教育水平的发展，高校内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人数不断增加，党中央、国务院也高度重视高校中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自主工作，为此建立了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

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学费减免等多种形式的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高校内部也建立了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数据库。国家的及高校扶贫系统的建立确实为不少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带去了温暖和帮助，但对于他们的帮助大多是经

济上的，而非心理上的。其次，高校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

定以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的完善上还存在一定问题，在国

内这一部分的研究也是少之又少上。如何在照顾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心理的前提下，为真正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及时、切实的帮助，

是本篇文章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我们希望能过通过建立贫苦生认

定模型，形成一套科学的、程序优化的和监督有效的贫苦生认定

体系，从而推动北京工业大学学生的资助工作，为北京工业大学

内还在为经济困难而发愁的学生带去温暖和帮助，助力学校“双

一流”发展与建设，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

一、国内研究状况

（一）现阶段高校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存在问题

1 高校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多是学生自主上报，提交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申请，未考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目

前，国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方没有一个统一规范的测评方法，

大多数高校都一直沿用传统的认定方法：先由学生自己填写贫困

资助申请，然后由辅导员审核上投学院，学院审核通后上报学校。

在整个审核流程，辅导员与学院工作人员需核实学生提供的贫困

证明，调查学生的消费情况了解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与在校表现

等。

2.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的真实性，自主上报水分较大，缺

乏监督认定机制，认定流程耗时大，主观性强，并且效果不太理想。

3. 名额分配没有结合实际情况。

（二）个别高校已开展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助活动

1. 南京理工大学，研究学生饭卡使用情况，如果一个学生，

一个月在食堂吃 60 顿饭，平均一顿都不到 7 块钱，就以直接打钱

到学生饭卡中的形式给予补助。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一卡通消费，如果学生每个月在

食堂吃饭超过 60 顿，但是消费还不到 240 元的，学校就一次性打

160 到学生卡内。

3. 郑州大学，同样是研究学生的一卡通消费，通过这个，学

校挖掘出很多不愿意拿补助的学生靠主食就免费菜汤拼命念书，

郑州大学决定，对于每个月消费不到 120 的学生给予补助。

（三）现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存在问题

认定指标过于简单，不精准，人数较多，加重学校负担。无

法精准对以认定家庭经济困难生人员进行数据验证。

二、探究方法与分析

（一）基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差别的

分析

为寻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指标，找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身上的特点以及共同点，我们设计了相关问卷对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以及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 1070

份，在其中包括在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780 人，非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 290 人。男女比例约为 55：45，与校内男女总人数比例较为

接近，问卷覆盖大一到研三各个年级，属于有效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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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问卷分为在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与非在册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两部分，两部分设计的问题也不尽相同，目的是寻找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之间的差别，并以此数据分析建

立认定指标。在在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数据中我们发现，有 38%

左右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还是比较在意自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身

份被人知晓，有 30% 左右觉得“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身份阻碍了

其在学校的一些活动，在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尚且被这些问题所困

扰，我们难以想象那些不愿登记在册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现状。

（二）基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心理状态的分析

随着精准扶贫的开展，学校扶贫制度也在一点点的完善。如

何更好更有尊严的给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显得尤为重要。

在调查中发现：在问卷中有很多同学反映身边存在家庭条件

有困难但没有申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同学。我们在问卷中对非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做了如下调查：如果信息完全不公开，绝对

保密的情况下，您是否愿意申请国家资助。其结果为：愿意申请

国家资助的人数占调查总人数的 86.21%。充分的说明校园里有相

当一部分人面临着经济问题但是却没有申请资助，而且受访的许

多非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认为自己需要学校的帮助，那么这是什

么原因造成的呢？这就要从同学们的心理状态着手。

调查显示大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贫困”“困难”这样的

字眼比较敏感。并且，有接近 40％的同学有一点或者很介意被周

围同学知道“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身份。并且有 30％的受访家

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认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身份阻碍了他们

在学校的活动。这种现象说明在同学们的内心还是非常介意“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标签，内心存在些许自卑。心理上的障碍使

得同学们羞于主动向学校提出申请，即便申请以后也会被贴上“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标签，这就使一部分人放弃申请学校补助，

而是选择用大部分的时间来兼职，如此一来学业就会出现松懈。

影响个人今后的发展。

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指标的确定

基于上述探究调查，通过大数据验证确定了相应的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认定指标，依据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影响程度

将其分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其影响效力依次减弱。

（一）一级指标

1. 平均一餐餐费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帮扶中，我们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

一就是他们的吃饭问题。根据调查结果，我们计算得出样本中所

有人的一餐费平均为 7 元，在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一餐费的平均

值为 6 元，而非在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一餐费平均为 9 元，可见

其中差异并不大，最大的原因是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会不时的在

校外就餐或选择点外卖，另外一点原因是校内食堂就餐差异较小，

所以看似 3 元的差异不是很大，但在筛选上已经能够起到应有的

作用。据此我们将平均一餐餐费定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指标

之一，其认定标准如下表：

平均一餐费（元） 调查中占比 抽象比 得分

（0，4） 0.25% 0.25% 4

[4，7） 21.59% 20% 3

[7-10） 36.16% 40% 2

[10-13） 31.47% 30% 0.5

[13-17） 8.12% 8% 0.3

>=17 2.41% 2% 0.2

2. 就餐食堂

在北工大校内有各种各样的食堂，同学们可以根据喜好选择

就餐食堂，但各个食堂的消费水平也不尽相同，根据实地调查及

与同学的沟通交流，我们认定的北工大校内食堂消费水平由低到

高为：新食堂、奥运餐厅、美食园、清真食堂、风味餐厅、天天

餐厅。根据调查工大学生最常去的食堂，绘制了下图：

其中的影响因素除餐厅消费水平外，还存在距离、习俗等因素，

从数据中我们发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与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最常

去的食堂均为新食堂，而差距最为明显的是对于风味餐厅的喜爱

程度，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对于风味餐厅的喜爱明显高于在册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所以就餐食堂也可以作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

定的指标之一，其认定标准如下：

就餐食堂 调查比 抽象比 得分

新食堂 20.6% 21% 3

奥运餐厅 28.02% 28% 3

美食园 9.17% 10% 1

清真食堂 16.83% 17% 2

风味餐厅 7.41% 8% 0.7

天天餐厅 17.96% 18% 0.3

3. 校内就餐次数

在校内我们随处可见外卖员，但众所周知外卖的餐费是远高

于校内食堂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同学外出就餐的，餐费更会

达到食堂的十几倍，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来说这笔支出是十分

困难的，所以绝大多数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会选择在校内食堂就

餐，据统计大部分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一周在校内就餐次数会达

到 16 次以上，据此可指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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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在食堂就餐次数 占比 抽象比 得分

0-5 0.76% 1% 0.4

6-10 5.21% 5% 0.6

11-15 19.31% 20% 1

16-20 37.36% 37% 3

20 以上 37.36% 37% 4

（二）二级指标

1. 个人恩格尔系数

我们认定学生一个月内用于吃饭的全部费用比一个月内的全

部开支作为个人恩格尔系数，以此来推断学生的经济生活质量及

幸福度。其认定标准如下：

个人恩格尔系数 占比 抽象比 得分

0.9 以上 14% 15% 6

（0.5，0.9] 75.4% 75% 3

0.5 以下 10.6% 10% 1

（三）三级指标

1. 一卡通消费水平

高校要结合实际情况设定认定标准，实际情况包括地区的经

济状况和学生在生活中的最低消费需求，对每一个学生每月的消

费情况进行调查统计，对数据进行严格分析，根据分析结果设定

平均消费水平，以此判定学生的消费水平是否高于基础标准，结

合实际情况明确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标准，对学生会产生更强

的说服力。

2. 新闻敏感性

高校中信息交织复杂，同学们普遍会关注与自己息息相关的

校内消息。同学们的关注度一定程度反映了对于该类新闻背后所

呈现出的实际情况。在问卷中我们设定了关于新闻字眼的调查问

题，这样有利于挖掘校园内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被认定为家庭经

济困难的隐形群体。并且可以将新闻敏感度作为认定家庭经济困

难的一项指标。

四、构建认定模型

根据北工大调查的比重设定搭建适用平衡积分卡，以不同指

标所占权重占比进行积分计算，依照得分高低进行认定验证。

（一）平衡积分卡

总权重 具体指标 评分 权重 综合

得分

备注

一级指标 50% 平均一餐餐费 50%

就餐食堂 30%

校内就餐次数 20%

二级指标 30% 个人恩格尔系数 30%

三级指标

（S）

20% 一卡通消费水平 15%

新闻敏感性 5%

总分

（二）评级等级

为使贫困认定能够精确，降低主观的判断行为，将诸多因素

综合考虑。提出贫困等级计算方法：

总分 = 指标 * 相应总权重

各级指标得分 = 指标成分 * 相应各自权重

指标成分 = 各项成分 * 相应成分抽象比

五、具体实施操作

（一）对比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抽选指标筛选出的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若干名，交流走访，确定其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证明数据模型具有可实施性

（二）将数据模型筛选出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纳入学生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数据库中，定期对其进行补助和帮助。

（三）建立反馈机制，确保系统的科学有效性。

六、结语

根据北工大学生数据分析建立积分卡认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

生，增加了认定的客观性，增大了认定的范围。积分卡中元素众

多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更加符合现有的精准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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