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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大学生及其家庭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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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时代发展，贫困大学生及其家庭存在的法律问题日益增多，
亟待解决。本文从贫困大学生及其家庭存在的法律问题着手，研究其产
生的原因，从而提出相关的方法，以更好的解决其问题，让广大贫困大
学生及其家庭了解法律，学会使用法律，从而发挥法律的实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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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及社会背景 
当代大学生担负着建设祖国的重担，是我国繁荣富强的主要

动力。但是在我国存在着很大一部分家庭贫困的大学生，随着时
代的发展他们及其家庭存在的一些法律问题也越来越多，这值得
我们关注，同时由于大学生群体涉世未深，很容易掉入了社会不
法分子的陷阱。例如现在某某高校的大学生因“校园贷”，“套路
贷”而自杀以及大学生因为传 而下落不明的新闻等等层出不
穷。这些大学生之所以会被骗，会误入歧途就是因为对法律不够
了解，也不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因此我们通过一些
调查活动，经过法院的实习，书籍的收集和开展的法律咨询活动
深入分析了现在贫困大学生及其家庭遇到的法律问题，同时我们
也通过法律知识总结了一些对策来帮助这些贫困大学生及其家
庭。 

二、贫困大学生及其家庭常见法律问题及产生原因 
（一）贫困大学生家庭成员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法律了解

较少，法律意识淡薄。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贫困家庭的大学生父母
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多为未受过教育或者初等教育，因此对
法律了解程度不够，法律意识淡薄，当产生问题时不知道用法律
来解决，而且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来运用法律，因此维权困难。
同时贫困大学生个人由于社会经验的不足，在遭遇有关法律的问
题时缺少维权的思想，导致各种法律问题较为突出。 

（二）贫困大学生的家庭多位于国家级贫困县或者偏远农
村，经济不发达。家庭贫困，难以负担高额的诉讼费用。在走访
中我们发现，由于家庭条件的制约，当贫困大学生遇到法律问题
时，大多时候是选择私下解决或者不进行维权活动，这样的情况
无形中削弱了法律在他们心目中的重要性和强度，不利于普及法
律的政策以及依法维护正当权利的思想。在贫困地区的人们解决
问题的思想普遍还是道德礼教，忽视法律，强调以调解和缓和来
解决矛盾，而不是追求明辨是非。部分贫困大学生所处地区与社
会外界交流较少，生活圈子存在限制，多数是以家族的形式生活，
缺少权利意识，不重视自身权益，在遇到有关法律问题时，一般
不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而是通过调解或私下和解解决此
类问题，导致法律意识淡薄，无法理性认清自身正确权益。 

（三）贫困大学生及其家庭成员面临法律问题日益复杂，讨
回劳动报酬和医疗理赔问题占比大，传 ，借贷问题也日益增多。
贫困家庭的收入大多来自务农或者外出打工，在劳动报酬和医疗
费用方面会存在多种法律问题；部分贫困家庭经济条件较差，供
子女上学费用较高，会寻求他们帮助或者向银行贷款，随之产生
借贷方面的法律问题；特别的是，部分贫困家庭成员教育水平较
低，在高收入的诱惑下，容易上当受骗，误入传 组织，随之而
来的问题日益增多，日显严峻。 

（四）贫困大学生及其家庭成员渴望维权，但不知如何维权。 
由于法律宣传面与法律普及度的不完整，导致部分贫困大学

生及其家庭成员渴望维权，但是他们不了解甚至不知道维权的方
式和途径，又苦于无人协助，因而导致维权困难，不了了之。 

（五）法律问题增多，但法律援助的途径少，大量应援案件
得不到援助，缺少精准的面向贫困家庭的大学生的法律援助手
段。贫困家庭的法律问题日益增多，法律援助的途径较少，他们
想寻求帮助却不知道如何寻找或者说根本找不到，许多案件在这
种情况下被搁置，被遗忘。作为进行社会公益活动的法律援助组
织应更加主动去走访询问并及时解决问题。 

（六）部分贫困大学生受自卑心理的影响，难以开口寻求法
律帮助。部分贫困大学生存在消极心态，觉得维权行为会产生不
必要的麻烦，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这就导致法律援助
组织不能及时地了解情况并给予帮助。 

三、解决方法 
（一）加大法律宣传力度，提高贫困大学生及其家庭成员的

法制意识 

贫困大学生及其家庭成员由于身处贫困地区，交通信息闭
塞，有的甚至早早辍学出门打拼，因此文化水平大多不高；加之
法律相关知识晦涩难懂，致使他们对于法律的了解仅仅停留在
“打官司”上，面对平时的“小亏”则能忍就忍，不能就用武力
解决。在重要问题上不知如何解决。对此。我们提出了一些方法。 

首先，印发法律知识小册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法律，
在校园内分发印制法律知识的小册子。其次，在自创的公众号上
宣传法律。我们与贫困生的家庭虽然有地域的限制，不能当面为
他们进行法律的讲解，但是网络是联通的，他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公众号了解法律，如果有想要咨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公众号提
出，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会予以解答。 

（二）提供法律咨询的服务，减少贫困大学生及其家庭成员
的法律成本。现实中，贫困大学生及其家庭成员知道可以用法律
维权但是顾忌法律成本太高，而选择私下解决或忍气吞声。为此
我们也提供了法律咨询的服务，为了提高服务的水平，我们在自
己解答一些简单的问题的同时，也邀请了上一届通过法考的优秀
的师哥师姐、我们的优秀讲师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经验丰富
的律师。 

（三）发行问卷，征集贫困大学生及其家庭成员所遇到的法
律问题种类。我们在 2018 年的寒假发行了关于《贫困大学生及
其家庭存在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的法律问卷，并制作了相
关的调查研究报告。我们发现了关于讨回劳动报酬和医疗理赔问
题占比较大，传 、借贷问题也占一定的比例。 

（四）“答疑解惑”，活动现场“对症下药”。面对活动现场
提出的相关问题，我们和上一届的师哥师姐对于简单的进行了及
时的答疑，有些复杂的我们让相关同学留下了联系方式，我们代
为询问专业课老师和大成律师事务所的优秀律师。还有些在公众
号留下的相关问题，我们在公众号后台进行了及时的回复。大部
分人对我们的法律援助服务很满意，建议多多举办这样的活动。 

（五）解密社会种种“陷阱”，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现代社
会各种陷阱层出不穷，我们通过法律小册子，揭示了社会上的一
些小套路。免得大学生误入其中。一个是现代社会各种校园贷、
网贷的套路层出不穷，很多大学生安全意识不高，误入其中，结
果债务缠身，有的甚至不堪其扰，选择自杀的方式。但是其实有
很多网络贷款都是违法的，遇到这件事第一时间应该告诉父母，
然后联系公安机关。那些违法的贷款是不必偿还的。另一方面是
学生及其亲属在外打工是遇到拖欠工资或者耍“文字游戏”躲避
责任的情形，这种情况下，可以先去工作所在地的劳动局反映。
与此同时也可以找相关的法律专业人士询问。 

（六）为怯与咨询的学生开通隐私的“询问通道”。有些学
生基于自卑心理不敢将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此时我们为他们
提供了保护隐私的通道，他们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单独向我
们提问。我们也会联系他的老师和同学一起帮助他走出心理的困
境 

四、结语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写道：法令所以

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而我们这个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广
大贫困大学生及其家庭了解法律，学会使用法律，从而发挥法律
的实际作用。通过我们这一系列的活动，让很多在校的贫困大学
生及其家庭了解了法律，也懂得了在权利受到侵害的时候，拿起
法律的武器维权，让在校的贫困大学生及其家庭成员不再认为法
律是一个晦涩难懂的名词。法治时代已经到来，我们愿意为之摇
旗呐喊，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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