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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生资助是教育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精准资助是新时代高校学生资

助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高校应从资助理念、资助对象、资助标准、资助需

求、资助形式和资助管理着手，精准资助，推进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稳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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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扶贫在脱贫攻坚战略中具有基础性、先导

性作用。学生资助是教育扶贫工作的必要环节，也

是确保高质量脱贫的关键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强

调，要 “健全学生资助制度”。在国家 “精准扶贫”

的战略背景下，精准资助成为我国高校学生资助工

作的发展方向。近十年来，我国高校学生资助工作

蓬勃发 展，资 助 政 策 不 断 完 善，资 助 力 度 逐 年 增

大，资助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在资助政策执行过

程中，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理念陈 旧、标 准 粗 放、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管理不完善等问题，影响

了资助育人成效。新时期，强化学生精准资助将是

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现存的问题

一是资助理念和资助模式有待升级。在资助理

念方面，目前很多高校资助工作仅停留在经济资助

层面，忽略了发展型资助的重要性，没有为学生的

能力培养和精神支持提供多样化帮助。在资助模式

方面，多 数 高 校 只 提 供 “助、奖、贷、勤、补、

免”等传统经济资助模式，在学生发展型资助措施

方面缺乏系统研究和改革创新，难以满足学生的多

样性发展需要。

二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资助标准亟待完

善。精准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夯实学生资助工

作的关键步骤。目前，部分高校将学生填写的家庭

经济状况调查表和家庭经济困难证明作为认定的唯

一依据，困难生认定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在资助

标准的制订过程中，一些高校制定的资助标准不符

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且未定期进行调查和 更 新，

导致资助标准与求学费用之间存在差异。此外，部

分高校忽略了学生在家庭背景、贫困原因、家庭贡

献等方面的个性化差异和各类资助项目的不同定位

和要求，只是按照既定的困难等级制定统一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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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度和匹配同样的资助项目，导致学生需求不能得

到充分满足。

三是资助信息平台不完善，资助体系缺乏有效

监督。目前，一些高校资助工作的信息化程度相对

较低，学生的申请、认定信息管理和统计仍以人工

为主，资助信息难以得到系统化处理分析。在监督

和考核方面，一些高校的资助管理部门尚未形成内

部自核机制，资助工作不能得到有效监督和 考 评，

在工作中难免出现违规操作等现象。

二、高校学生精准资助工作的建议

随着高等教育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高校学生资

助理念不断更新。高校学生拥有个性化需求，每个

人发展路径和方式也各不相同。精准资助作为适应

新形势、新特点的资助理念，主张关注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的独特需求，为其提供个性化资助，包括满

足学习生活需要的经济型资助和支持其全面发展的

发展型资助，要做到资助对象认定精准、资助标准

制定精准、资助需求满足精准、资助形式和资助管

理精准。

（一）资助对象精准

资助对象精准指通过科学方式认定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找 准 受 助 对 象。２００７年，教 育 部、财 政

部发布了 《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１］，这一指导 意 见 是 保 障

资助对象精准的重要规范。除了依据学生填报的家

庭经济情况和生源地民政部门开具的贫困证明，一

些高校研发了家庭经济困难程度认定模型，一些高

校还在参考量化指标外引入主观谈话形式，开展与

贫困 学 生 一 对 一 谈 话，深 入 了 解 学 生 家 庭 经 济

状况。

此外，资助对象进一步精准认定还需要高校与

国家、地方税务部门、民政部门和扶贫机构进行信

息互联共享，真正全面掌握学生家庭收入情况，降

低认定过程中主观因素影响，确保客观、公正、精

准地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二）资助标准精准

资助标准精准指在学生资助工作中，制定的资

助额度要适应高校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

平，满足学生在校的基本求学费用。实现资助标准

精准，关键要准确掌握学生在校求学所需的基本费

用。这要求高校要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方 法，

坚持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原则，充分考虑所在地域

经济 发 展 特 点，并 持 续 关 注 当 地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状况。

高校在制定资助标准时，可通过问卷调研、学

生访谈等形式，掌握学生在校求学基本费用。同时

积极关注国家及学校所在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情况，

掌握物价变动等基本信息，并将其纳入学生基本求

学费用的计算和资助标准中。今后的工作中还应进

一步探索大数据技术应用，通过跟踪分析学生在校

期间消 费 情 况，结 合 经 济 社 会 发 展，实 现 动 态 调

整，切实做到资助标准精准。

（三）资助需求精准

资助需求精准指在学生资助工作中要根据贫困

学生特点，满足 其 个 性 化 的 物 质 需 求 和 发 展 型 需

求，使其在顺利完成学业的同时实现个人发展。需

求精准是精准资助的核心要求，也是衡量资助工作

精准与否的重要标准。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 理 论，

物质需求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求学期间的基本需

求，还有发展型需求也应得到满足。除经济方面的

困难外，很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眼界视野、学术

研究、社会经历等方面也存在明显不足。资助工作

不仅要保障学生在校顺利完成学业，而且应帮助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完成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提升。

目前，国内高校发展型资助工作大多处于起步

阶段，发展型资助的深度和广度还需进一步 拓 展，

继续向个性化、精细化方向努力，如为学生提供从

新生入学到毕业的 全 流 程 发 展 型 资 助 “套 餐”，包

括新生适应性训练、能力提升、人文素质培养、海

外交流、社会实践、就业辅导等项目，使发展型资

助适合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需求，真正做到

资助需求精准。

（四）资助形式精准

在精准了解学生资助需求的基础上，资助形式

精准包含经济型资助和发展型资助两个方面。经济

型资助形式精准指在满足学生经济需求时，资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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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手段、时间等实施细节要精准，给予学生足

够的资助额度，采取学生易于接受的资助方式，把

握资助发放时间节点，发挥资助最大效能。

发展型资助形式精准指在提供发 展 型 资 助 时，

根据资助项目和学生特点、个性化需求，使用适当

的活动方式，探索资金支持以外的多种途径，为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发展保驾护航。国内高校在资

助形式精准方 面 不 断 探 索，取 得 了 一 定 的 实 践 成

果。在经济型资助方面，国家建立了多种形式有机

结合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高校

针对学生的不同经济需求和不同时间节点，给予贫

困学生不同形式的经济资助。入学前，寄送路费和

生活费，为贫困学子送去温暖；入学报到时，开辟

“绿色通道”，发放 “爱 心 礼 包”，解 决 他 们 入 学 的

燃眉之急；在校期间，评定各类资助，使他们安心

学习；放假前，发放交通路费和 “年 货 礼 包”，确

保他们顺利返乡，欢度新年；毕业后，学费补偿和

贷款代偿资助政策激励青年学子奔赴基层就业。

在发展型资助方面，国内一些高校进行了积极

的探索。如，清华大学启动 “鸿雁计 划”，为 家 庭

经济困难学生开展海外交流提供发展型支持。“鸿

雁计划”涵盖学术科研、实习实践、学习培训等各

类海外交流项目，让每一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可

以享有平等和优质的教育资源。北京大学面向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开 设 了 “燕 园 领 航” “燕 园 携 手”

“优才拓展”“燕翔工程”等成才项目，帮助学生拓

展视野、提升能力、全 面 发 展。［２］浙 江 大 学 设 立 大

学生领导力教育中心、口才中心、职 业 发 展 中 心、

“互联网＋”创 新 创 业 平 台 等 综 合 素 质 训 练 平 台，

通过多样化的素质训练内容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各方面能力提升的要求。［３］此 外，一 些 高 校 还 依 托

校友资源，给学生匹配校内外导师，为学生解疑答

惑、指点迷津，帮助其更好地发展。

（五）资助管理精准

资助管理 精 准 是 精 准 资 助 得 以 实 现 的 重 要 保

障。管理精准包括规范化管理、信息化建设、队伍

保证、监督考评等多个层面。

在规范化管理方面，多所高校设立了独立的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组建资助队伍，统筹全校的资助

工作。高校还应细化学生资助管理办法，规范资助

流程，加强资金管理，注重资助队伍 的 业 务 培 训，

提高资助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服务水平与工作能

力，从整体上提高资助精准化管理水平。

信息系统建设为学生资助工作搭建了信息化平

台，为实施精准资助提供了技术保证。目前，教育

部正在推广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本专科生和

研究生资助子系统，这将从整体上提高我国高校资

助信息化水平。此外，高校应继续加强自身对内和

对外两个层面的信息系统建设：一是搭建校内学生

资助平台，利用信息化手段收集、整合、管理受助

学生信 息，使 学 生 申 请、评 定 的 流 程 更 加 简 洁 规

范；二是对接高校与国家、地方相关部门的信息系

统，实现信息连接和资源共享，形成全方位的信息

网络，在国家扶贫工作总体框架下实现高校学生精

准资助。

在监督考评 方 面，自２０１３年 起，教 育 部 每 年

对中央部属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实施年度绩效考评。

考评内容包括机构建设、队伍建设、制度建设、信

息平台建设、政策落实、信息管理、宣传教育、工

作成效等方面，这为高校资助工作提供了有效外部

监管。高校内部应建立完善的监督考评机制，丰富

工作管理手段，细化各级资助管理人员的责任，设

置发现 问 题、解 决 问 题 的 顺 畅 通 道，建 立 激 励 机

制，提高学生精准资助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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