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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资助政策体系逐步完善，资助工作状况整体良好。但是在资助工作的实际开展中，

如何将资助资源真正用在了最需要的贫困学生身上，仍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案。运用大数据分析与学

校资助工作相融合，借助大数据技术跟踪、记录、分析每个学生的信息，通过对学生就餐、日常消费等

数据的实时监测及处理，深度整合学生相关信息，完善各项制度保障，向学校资助工作精准化发展探索

创新，从而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资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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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2015 年 12 月 9 日发布 《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2020 年) 》学

生资助中期评估报告，报告提出，未来 5 年我国

将推进学生资助信息化建设，实现与人口、低保、
扶贫等部门信息系统的对接或信息共享，提高资

助管理工作效率和学生资助的“精准度”，不让一

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1］教育部办公厅

2016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

范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中提

到要进一步完善认定办法、改进认定方式: 及时

修订认定办法，合理确定认定标准; 健全工作机

制，强化责任意识; 精准分配资金名额，明确重

点受助学生; 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保护受助学生

尊严。可见，如何对资助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

细管理、精准资助，是当前和今后时期做好学校

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目标。［2］

一、现行学校资助工作存在的问题

( 一) 贫困生认定标准滞后
由于物价水平的提升，学生的学费、住宿费等

费用在学生学习期间费用中所占的比例逐年下降，

而贫困生认定工作以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

为评定依据［3］，认定标准相对滞后。
( 二) 贫困生认定依据片面

在学校资助工作的贫困生认定阶段，过度重视

学生提供的贫困证明材料，甚至部分学校仅仅依据证

明材料，而不全面考虑学生在校期间的消费习惯、整

体表现，难免会使资助工作的最终结果出现偏差。
( 三) 助学金评选标准模糊
《助学金认定标准》中要求，按照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各院 ( 系) 结合本院 ( 系) 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等级认定情况等方面进行评定，

提出享受国家助学金资助初步名单及资助档次，

但是并未提出具体采用何种方式进行助学金评选

工作。因此，各学校、院系、年级，评选助学金

时的方式可谓五花八门。
( 四) 资助发放缺乏时效性

学校资助体系中，基本资助都是以学年、学

期为周期，如果学生家庭遭遇突发经济问题，学

校常规的资助政策很难及时追踪到，学生通常很

难及时获得学校的经济资助。［4］

二、大数据分析与学校精准资助工作的结合

( 一) 大数据分析主要特点
大数据技术可以实现实时采集数据，避免问卷

调查等传统形式采集信息的刻意性、掩饰性; 并且大

数据技术能够使原本无法量化的信息，如学生的感

受、情绪、态度等，通过挖掘和分析得以部分量化和

显现，从而让学校资助工作可以从宏观群体走向微观

个体。资助工作者可以借助网络平台的数据信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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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学生个体形成更加全面、准确的认识，最终实现

精准资助。［5］数据处理新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使得

大数据中所蕴含的价值得以发掘和体现。
( 二) 大数据助力精准资助

在对学生困难认定过程中，可以借助大数据

技术跟踪、记录、分析每个学生的信息，可以通

过对学生就餐、日常消费等数据的实时监测以及

处理，深度整合学生相关信息，来判断学生的家

庭经济水平及在校消费情况。
一是辅助学校贫困生认定: 通过对学生较长

时期的消费情况统计，可以直观地看出学生在校

期间的消费习惯，借此判断学生家庭的经济水平，

确保贫困信息统计的准确性。
二是重视贫困生隐私保护: 通过大数据分析

工具，我们直接通过消费数据得到学生家庭经济

水平信息，免去了学生的申请及公示阶段，保护

学生的隐私。［7］

三是提升资助工作时效性: 通过对学生消费

情况的实时分析，可以在短期内得到学生消费情

况变化，我们可以在获得信息时，及时对学生发

放短期小额补助。

三、精准资助工作创新———隐性餐卡补助

发放工作现状

本项目拟通过对在校的学生就餐、日常消费

等数据的实时监测，及时对学生进行小额资助。
为排除个别月份偶然因素造成的学生在校消费过

低而误统计的情况，做到更加精准的贫困认定及

隐性餐卡补助发放工作，下面就郑州大学在 2016
年 9 月至 2017 年 6 月的数据分析进行说明。
( 一) 在校生消费情况分析

郑州大学本科在校生总计 n 名，除毕业班学

生，经过统计有消费记录的本科生总计 n1 名，总

消费金额 m 元，平均每月消费金额 355. 2 元。消

费情况统计见表 1。图 1 给出了郑州大学男生在统

计时段内月平均消费情况。

表 1 消费情况平均值分析

早餐次数 中餐次数 晚餐次数
餐厅消

费次数

餐厅消费

总金额

商场消费

总金额
总金额

2016 年 9 月 8. 81 17. 00 12. 03 37. 84 260. 07 172. 47 432. 55

2017 年 6 月 4. 08 14. 49 10. 69 29. 27 225. 17 158. 18 383. 35

月平均 4. 65 13. 95 10. 26 28. 86 214. 30 140. 91 355. 21

总计 46. 51 139. 55 102. 57 288. 62 2142. 96 1409. 09 3552. 05

女 45. 88 131. 92 73. 93 251. 72 1680. 89 1395. 28 3076. 17

男 47. 11 146. 85 129. 97 323. 92 2585. 03 1422. 30 4007. 32

数据表明，男生餐厅及商场平均消费水平较女生高，因此进行贫困补助发放及评定工作时应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

进行适当的人性化调整。

图 1 郑州大学男生平均月消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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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消费指数

我们提出 “消费指数”的定义: 在校期间消

费总金额与在校期间餐厅用餐总次数的比值。通

过消费指数，我们可以大致获得学生的经济状况。

首先，据调查，家庭水平较差的学生，会优

先选择餐厅用餐。因此，我们认为学生在校期间

在餐厅用餐的次数越多，越能反映学生的整体经

济水平较差。

其次，餐厅消费总金额与餐厅用餐次数的比

值，只能看到学生在餐厅的消费，忽略了其他消

费的影响，造成对餐厅消费很少而在学校超市大

量消费的误判。

( 三) 隐性餐卡筛选条件选取

1. 男生隐性餐卡筛选条件选取

餐厅最低消费次数: 根据男生平均餐厅消费

次数和男生餐厅消费次数分布图，选用男生最低

消费次数为 300 次。

超市消费最高金额: 根据男生超市消费金额

平均值结合正态分布图，选取 1600 元为男生超市

消费最高金额。

消费指数: 根据男生消费平均值，选取了 8

元作为参考。
2. 女生隐性餐卡筛选条件选取

餐厅 最 低 消 费 次 数: 女 生 最 低 消 费 次 数 为

245 次。

超市消费最高金额: 女生超市消费最高金额

为 1595 元。

消费指数: 选取 7 元作为参考。

( 四) 隐性餐卡补助资助方案结果分析

男生: 就餐次数≥300 次，超市消费总计≤
1600 元，餐均消费指数≤8 元;

女生: 就餐次数≥245 次，超市消费总计≤
1595 元，餐均消费指数≤7 元。

依据上述条件共筛选出男生 1570 人，女生

1578 人，合计 3148 人，针对上述名单，我们再次

依据在校期间总消费金额筛选出 1700 人，分批次

对其进行隐性餐卡资助，将补助直接通过校园卡

系统，发放至贫困生手中，实现精准资助。

我们将获得隐性餐卡补助资助名单同 2016 年

全校经济困难认定学生名单进行交叉对比，1700

人中经过贫困生认定的人数有 1527 人，所占资助

比例为 89. 8%。这说明，我校 2016 年经济困难学

生认定整体情况与在校学生的消费水平是相符的，

同时也说明，在整体资助情况落实的过程中，仍

有一部分学生因为各种原因未纳入学校资助体系，

或者存在部分学生家庭在近期遭遇突发经济困难

情况。

四、总结与展望

目前所进行的工作是借助大数据技术跟踪、

记录、分析每个学生的信息，通过对学生就餐、

日常消费等数据的实时监测以及处理，深度整合

学生相关信息，来判断学生的家庭经济水平及在

校消费情况。

今后同时通过对学生进出宿舍时间的门禁信

息、借阅图书馆资料、学习成绩等多方面数据进

行大数据分析，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辅助资助

工作的进行，更准确地覆盖到经济困难同时品学

兼优的学生，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时获得人

性化资助。

最终，经过长期的数据积累和技术分析，我

们将掌握全校学生的情况，逐步形成郑州大学经

济困难学生状况数据库，为每一名经济困难学生

建立学生档案，运用科学有效的方式对资助对象

实施精确识别、精细管理、精准资助。
［本文系河南省教育科学规划学生资助专项课题

“‘互联网 +’助力学校精准资助路径研究” ( 项

目编号: 2016 － JKGHXSZZ － 11)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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