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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总书记2015 年 11 月的“中央扶贫开发大会”上提出“不

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这也进一步表明，教育

扶贫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在这样的指示下，家

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资助政策进一步推行，并且充分实现精准扶

贫。然而也需要关注，在该资助政策的推行过程中，也存在一

定的问题，需要不断的优化和完善，落实各项优化策略。

2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资助政策成效

2.1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现阶段，从具体情况来看，在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资助政

策的推行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宣传和推广，促进其覆盖面进一

步扩大。政策出台以来，国家和高校等形方面加大宣传推广的

力度，使政策进一步深入落实，拓展覆盖面，确保各类高校的

相关学生对于政策的具体操作和相关内容都更深入的理解，同时

通过网络宣讲、导员宣传、学生手册传播等多种渠道，使学生

能够更加全方位、多角度的理解，以此为该政策的宣传推广和

落实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2.2确保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能够更有效的完成学业

从根本上来讲，该资助政策的根本宗旨就是确保每一个大学

生都不会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出现辍学的情况，这也是该政策的

初心和基本的目标，是底线要求。在该政策的推行过程中可以看

出，在其覆盖面不断扩大的同时，为学生提供更为精准有效的资助

和帮扶，单个学生所获得的资金补助也有进一步的增多，这样能够

更有效地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和日常开销需要，为维护教育的公平

性提供重要保障，也从根本上有效规避教育人才流失的问题。

2.3从根本上激发大学生的进取心和内在动力

现阶段，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国在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资助

政策方面主要是进行奖和助，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引导和鼓励大

学生在日常的学习工作中可以更加积极进取，通过自身的努力和

拼搏奋斗而获得高额度的奖学金，这样能够为其提供更大程度上

的经济支持和援助。从该资助政策的推行效果来看，对于大学生

起到了积极有效的激励作用，使大学生的进取心和内在的动力被

进一步激发和调动，在后续的工作实践中也表现得更加出色。

3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资助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3.1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比比较高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该政策的推进情况中，所涉及的资助对

象往往数量比较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比率高，而当前我国的资

助模式往往是进行无偿资助，在这样情况下有某些学生往往存在

着“等靠要”的心理， 违反了该政策的根本宗旨。同时，因为贫

困学生比例众多，通常情况下不能完全兼顾，在这样的情况下就

会导致资助不公平，不透明等问题出现。　　

3.2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认定存在很大的挑战

要想确保该资助政策能够得到有效落实，需要充分明确相对

应的资助对象，严格按照相关标准来有序进行。而在对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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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和识别的过程中，往往存在很大问题，有巨大挑战，相关

学生的申请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但是与具体情况不符合，存

在着虚假的情况，同时，信息核实的工作量过大，众多信息混

合在一起，很难进行真正的判断和识别，并不能充分体现出学

生的真实家庭经济状况，甚至存在弄虚作假或者资助腐败等问

题。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十分不平衡，所以在全国层

面上推行这样的同一化的资助标准，往往使资助政策的精准性受

到很大影响。

3.3资助资金依靠财政，缺少更多的民间和社会渠道

针对高校的资助资金来说，主要是通过政府财政资金，资助

政策基本上是国家和省来设立的，但是资助资金的来源往往比较

单一，不能针对真正意义上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进行更大程度

地覆盖。除此之外，通常情况下，相关企业和社会团体所设立的

奖助学金往往更集中在知名高校，在普通院校或者职业院校中所

涉及的奖助学金往往比较少，数额比较有限，并不能呈现出良好

的资助效果。

4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资助政策优化策略

4.1 进一步有效确立完善的资助标准，使资助工作精准化

为确保资助对象、资助标准、资金分配、资金发放等相关

工作更加精准，提升资助政策的精准性和高效性，就需要进一

步确立系统完善的自主标准，使各项资助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

依，要切实强化标准的执行力度，使各项工作体现出应有的实效

性，在学校、社会等相关方面进行广泛调研，对于标准进行不断

的改进和完善，以此促进精准化的政策能够落地。

4.2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资助政策定位精准性

高校相关方面要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信息共享大数据平台，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精准有效地识别，提升识别的效率和

质量，更精准的分析学生的客观需求，以此为其提供针对性的资

助措施。

4.3采取多元化的资助措施，使政策体现出充分性

合理规划资助经费的分配，按需分配，从根本上有效规避重

复资助等相关问题，使具体的资助与学生的实际期望相匹配，实

现全覆盖资助。

结束语：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能够明确看出，在当前的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资助政策推行过程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

展有巨大成效，然而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或者不足。对此要深入分析，

进一步落实相对应的优化政策，以此促进相关政策内容更科学合

理，具有可行性和高效性，为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提供应有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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