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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学生资助政策的现状、问题及措施

胡建良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0

摘  要：大学生奖学金自主政策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国策，对现代化社会教育体系建构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作为

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的支柱，确保大学生质量，维护其求学、生活的基本保障是我国民生服务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

当前，我国高校规模和招生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为了进一步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优化和改进高校大学生资助政策是当

前国家教育体系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基于此，本文对高校大学生资助政策的现状进行分析和探讨，研究存在的问题，

以期找到最佳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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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dependent scholarship policy of college students is an important state policy in China,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al education system. As the pillar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college student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of our people’s livelihood service guarantee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maintain the basic guarantee of people’s study and life. At present, the scale of our country 
universities and enrollment scope is expanding, in order to furth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optimize and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funding polic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opics of the current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unding policy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study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order to find the best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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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子女

高等教育，上世纪中期开始，大量的困难家庭就竭尽全

力确保子女可以就读一所大学，我国教育资助体系也在

不断发展，政策不断优化，目的在于保证每一个家庭的

子女都可以接受高等学府教育，从而推动社会整体进步。

现阶段，我国已经建立了“奖、贷、助、补、减、免”

六位一体助学资助体系，有效缓解了困难家庭就学压力，

如何更好地发挥政策作用，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良的就学

环境是我国教育体系发展的关键所在。

1 高校大学生资助体系概念

上世纪末，我国为进一步缓解困难学生上学难的问

题，制定以国家和学校为主导，主要通过奖学金的方式

帮助困难家庭完成大学就学的资助政策，同时，倡导建

立一系列辅助性措施，全方位帮助学生，如助学贷款、

勤工助学、政策减免等，但限于时代背景和经济发展状况，

资金来源有限，资助金额相对有限，覆盖面积相对较小。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各类高校为满

足多样化的市场需要，不断扩大生源招生，越来越多的

家庭有权享受高等教育，政府随之建立了国家助学金、

助学贷款、伙食补助、学费代偿、入学补助等一系列“奖、

贷、助、补、减、免”六位一体助学资助体系 [1]。

2 高校大学生资助政策现状

从资助主体来看，以政府为主导的资助方式是当前主

要资助行为，我国每年财政投入的资助金额远远大于社

会资助、银行贷款及其他社会团体资助仅占小部分。由

此可以看出，我国大学生资助经费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财政支持，二是以银行贷款或其

他社会团体的资金支持。从受资助的主体对象来看，目

前我国的资助助学政策具有普惠性，对于大多数困难家

庭子女都可以享受这一政策，此外，助学资助还注重锻

炼学生品质，助困奖学金不仅对困难学生而言，更对品

学兼优的学子开放。受助群体包括本科就读的各类学生，

还包括就读于专业技术职业高校、硕士研究室、博士等

类型群体学生，且随着政策的不断完善，受众群体的人

数和层次还在不断扩展。国家奖学金评定一般优先考量

学生的家庭背景、经济收入情况，还要求学生的品德学

业优秀。对于硕士研究生、博士，资助的项目范围更广，

项目内容更多，资助的类型种类更加丰富，还包括其他

项目基金资助。从资助的方式来看，除国家财政资助和

各类银行贷款以外，还包括基本保障类资助，不同的资

助都可以采取奖学金或贷款的形式进行发放。奖学金包

括国家奖学金和学校奖学金，主要给品学优秀的学生，

学校奖金学主要给院系三好学生，且家庭相对困难，国

家奖学金主要给学校三好学生，家庭经济收入有限的学

生；助学贷款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生源地贷款，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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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是校园贷款，均由学生家庭提出申请贷款，经地方

政府部门或院校所在政府部门审核，再向对应银行进行

办理其他手续，办理贷款的家庭一般都是农村家庭或经

济收入有限的家庭。助学资助还包括无偿资助、有偿资

助和保障型资助，无偿资助主要向家庭经济困难的本科

生、专科生，目的帮助学生维持正常的基本生活，按规

定完成学业。有偿资助需要学生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获

得资助，一般由资助方提供工作岗位，让学生获得资助薪。

保障型资助主要面向家庭非常困难的学生，通过补助资

金保障学生基本生活，旨在通过资助既保障学生的成长，

也提供学生学习的机会。综合来看，高校大学生助学资

助的资助主体包括国家、银行、社会团体和其他资助组织，

受资助的对象一般是本科生、专科生、研究生、博士等

学生群体，资助的方式包括无偿资助、有偿资助和保障

型资助，由此来看，我国的高校大学生资助体系相对比

较完善，资助范围比较广泛、资助类型丰富。

3 大学生资助政策存在的问题

3.1 困难大学生识别认定体系还不健全

大学生助学资助最为关键的环节是对大学生的家庭

生活状况和经济收入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受主客观因素

影响在人员生活状况认定时还存在一些问题，因国家财

政资金和资助主体单位数量有限，大多数高校采取名额

分配制度，每个院系固定资助名额，导致困难学生资助

覆盖范围受限，除建档立卡贫困生外，其他困难生需要

按照名额享受资助。入学前，高校不能完全掌握学生家

庭情况，一般依据班级人数确定名额指标，导致一部分

家庭困难的学生不能享受资助。此外，按照名额分配实

施资助受负责人员主观因素影响，也会产生对学生家庭

情况掌握不清晰，而将非贫困家庭学生纳入其中的情况

存在 [2]。同时，按照资助规定，学生获取资助的行为应该

是主动申请，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学生自尊心，保护公民

合法权利，现阶段，大部分高校对困难学生的资助属于

学校主动行为，通过初期了解或者生源地信息排查，可

以发现困难学生家庭情况，一些建档立卡的困难家庭必

须享受国家助学金政策，部分学生认为享受国家助学金

政策不利于自身在同学中的相处，存在一定的排斥情绪。

另外，不同的地区对困难家庭学生认定条件不一致，一

般高校以学生生源地提供的各类证明和材料作为衡量学

生生活状况的依据，但是不同的区域所出具的材料千差

万别，还存在相关证明材料不真实的情况，学校在对困

难家庭身份认定上存在一定的盲区，可能认定不准确。

3.2 资助体系还不完善，宣传力度还不够

我国现行的资助政策种类繁多，学生有自主选择的权

利，大部分困难家庭学生主要选择无偿资助形式，多以

获得奖学金的方式为主，这种方式操作便捷、申请渠道

简便、不需要额外劳动进行偿还，这容易导致学生产生

依赖、懒惰心理，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因此，资

助体系应该降低无偿资助比例，鼓励高校和地方提供有

偿资助的方式，不仅可以缓解学生就学压力，还能培养

学生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优秀品质。学校可以以学生

在校期间的学习成果作为衡量获得资助的条件之一，不

断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索能力。高校开设的资助平台

意在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多种形式帮助学生，在实际

应用中，平台没有发挥真正的作用，学生使用平台的次

数相对较少，通过平台完成助学贷款或有偿资助的次数

较少，高校资助体系还没有完全发挥服务学生的作用。

3.3 资助资金有限

现阶段，高校大学生资助主要以国家财政投入为主，

随着高校招生人数的不断扩展，困难家庭子女入学比率

越来越高，仅仅依靠国家财政支撑已经明显无法满足资

助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均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尤其近几年来高校开放程度更加明显，学生人均消费水

平越来越高，即使接受资助的学生受同学影响，日常生

活投入也在增加，国家财政资助金额明显难以满足学生

生活需求。目前，各高校资助方式以无偿资助为主，有

偿资助作为辅助资助形式，这就导致高校资助政策在实

施过程中存在助长学生懒惰情绪的隐患，很多学生为了

获得奖学金想尽办法，不再选择勤工俭学的方式，极少

部分学生甚至为了获得奖金学做出越轨行为。国家助学

贷款主要用于支付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无法支撑学生

的日常生活开销，学生申请助学贷款后，还需要想办法

维持日常生活，而且，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在毕业后进行

偿还，一些学生进入社会面对巨大的市场压力，很难短

时间偿还贷款，甚至增加学生毕业后的生活压力，不利

于学生发展。

4 提高高校大学生资助政策效果的措施

4.1 构建多元资助体系

高校大学生资助要始终坚持以国家为主导，国家资

助在未来仍然是主要方式，这是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

家，注重维护人民的权益，政府政策具有普惠性，涉及

每一名困难大学生，通过不断的优化政策，让每一名学

生都享有被教育权。国家应该不断扩大资助范围，私立

院校和民办高校也应该享受国家政策，同时延长助学贷

款期限，将助学贷款与帮助学生就业有机结合在一起，

在校期间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要积极吸引社会

力量介入帮助，可以设立各类奖学金项目，如冠名类竞

赛奖学金或助学金，通过此种方式不仅可以提高学生主

动学习的能力，还能极大缓解政府财政压力。高校应该

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设立各类资助基金，优先向家庭

极其困难的学生开放，确保多项政策融合互通发挥作用。

此外，要确定标准、合理、统一的家庭经济困难评定指

标，申报助学金的家庭应该具备几个必要条件，一是家

庭经济收入情况要真实有效，二是详细说明学生日常的

生活支出情况和承担学费情况，助学金应该参照当地最

低生活保障和人均消费水平，结合学校日常情况，可以

采取定额补贴的方式确保奖金数额可以满足学生日常生

活、学习需要。要逐步规范院校资金资助相关的法律法

规，大学生资助涉及内容广泛，关乎国家未来发展和人

才培养质量，资助行为的背后必须有一套完整的法律法

规作为依据，确保资助流程规范，且资助工作异常复杂，

需要工作人员具备强烈的责任心，尤其在学生家庭困难

程度认定和奖金发放的过程中，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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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高等教育法》对此作出了一定的规范，但内容有限，

没有全方位覆盖，这就需要在国家层面立法，确保高校

大学生资助体系更加科学规范。

4.2 加强高校对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视

大学生资助工作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重点内容，

仍然有一部分高校没有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没有专人

负责，很多高校资助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多为院系行政

人员兼职，对相关资助政策了解不全，对学生家庭情况

无暇抽身实地查验。高校和各级政府应该加强认识，不

断完善内部组织结构设置，高校内部应该设立单独的资

助管理工作中心，由专人负责，并对学生家庭经济情况

进行核准，要将学业考察纳入评定指标，定期与院系保

持联系，考察学生学习情况和思政品德状况，及时纠正

或追回错发、误发情况 [3]。要建立奖学金、助学金运行制

度，确保资助金额公开透明。学校应该及时、准时将资

助金发放给学生，切实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上的困

难。国家教育公平公正也要体现在资助公平公正工作中，

因此，对学生的基本信息要了解清楚，要接受学校、政

府和社会三方监督。要加强对受资助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倡导学生自力更生的意识，通过设定奖励手段激励

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不断提高自身能力素质回馈学

校和社会，要特别注意获得奖助学金学生思想动态变化，

一旦发现学生出现思想和行为变化，要及时纠正。

4.3 提高资助精准度树立学生优秀品格

高校要对学生家庭经济收入状况有更加精准地掌握，

必要时要采取函调、现场调查、问卷调查的情况了解学生

日常生活消费水平和家庭经济收入基本情况，以此更合

理、科学地设定资助标准。要不定期的了解学生消费状况，

掌握学生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以此分析判断学生思

想状况，设定奖学金额度标准。要采取定性和定量的方法，

对学生家庭状况进行判别，以此掌握学生更需要哪种类

型的资助。此外，淡村依靠国家资金资助，长此以往很

容易造成学生惰性心理，甚至为获得奖学金产生越轨思

想和行为，不仅依靠国家资助，还要鼓励学生勤工俭学，

树立良好的消费观和人生观，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各类项目奖金，学校要积极开展各类主题教育活动，

不断培养学生优良的品格。

综上所述，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确保每名学子都

享有被教育权，为满足困难家庭学子就学需求，出台多

项资助政策，形成了“奖、贷、助、补、减、免”六位

一体助学资助体系，目前还存在困难大学生识别认定体

系还不健全、资助体系还不完善，宣传力度还不够、资

助资金有限的问题，应该构建多元资助体系、加强高校

对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视、提高资助精准度树立学生优秀

品格，通过一系列措施不断优化高校学生助学体系，推

动教育改革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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