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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精准资助理念深入人心，各高校通过大数据平台能较为精准的获取相关数据，也能扩大学生的

覆盖面，使资助工作更加程序化。但是在实际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制度上的偏差和执行上的偏重，缺

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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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recise funding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 obtain relevant data more accurately through the big data platform, which can expand the coverage of 

students, making the funding work more procedural. But in the actual process, there are still some system 

devi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emphasis and the lack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 mechanism,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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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精准资助理念深入

人心，全国各大高校都在开展自己的“脱

贫攻坚战”，从数据上看，比以往任何时

候，贫困学生都能更加容易获得国家和

学校资助，资助的人数也飞跃增长。不

论是公办院校还是民办院校，都已建立

“奖惩补助贷”一套基本的资助体系，

配合国家的基本资助政策，能满足大部

分学生的需求。资助共性化的问题虽得

以解决，但是特殊性的问题还需要深入

思考和探索。 

1 高校资助工作的新变化 

1.1数据的系统化 

以往高校在新生录取通知书里面都

会放上一份家庭情况调查表，每个新生

都会根据个人的家庭情况决定是否申请

国家资助，新生开学后，家庭情况调查

表会统一收齐到辅导员处，辅导员根据

情况和学生提供的证明情况决定是否给

予建档。从实际操作上看是没有问题的，

但数据需要多次更新，一旦辅导员更换 

增强教育感染力，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

到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方面，从而使学

生心中有大爱，坚持大德立身，树立大

志向，练就大本领。高校要依托自身优

势，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结合

学段特点，有序推进爱国教育；同时注

重丰富活动载体，深耕爱国主义土壤，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帮助同学们做到将

爱国主义植于心践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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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新接手的辅导员必然对之前的情况

不了解，很难把握学生信息。现在，高

校都在使用全国资助系统、省资助系统

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系统，这三大系统基

本上涵括了学生资助信息，特别是各个

省之间的数据能够在同一个平台上查

看，省去了以往开具公函、电话联系等

复查的步骤，也减轻了高校的压力。随

着系统化平台不断的完善，能体现的数

据更加的详细，也能导出学生的基本信

息，更加方便和快捷。与此同时，各高

校还开发出自己的平台数据（校园信息

管理系统、校园门户网、教务管理系统

等），将各大平台数据串联，更加方便办

公和节约成本。 

1.2精准化全方面覆盖 

早期国家扶贫理念从输血式扶贫到

造血式扶贫，高校的教育理念也从物质

帮扶到精神扶持转变，现如今，更多的

提倡精准化资助。从资助的范围来看，

以往高校一刀切的问题较为严重，拿证

明判断学生是否贫困的事情常有，名额

平均分配的事情也会发生，让少数需要

扶贫的学生无路可去，而不想受资助的

学生却能浑水摸鱼。目前通过国家和省

资助系统，从地方上直接报送数据，在

与高校资助数据进行匹配，得到较为全

面的资助数据，理论上不放走一个真正

意义上的贫困学生。从内涵上看，精准

更多的是因人而异，并不单单指的是物

质上的贫困，也需要心理上的帮助，有

些贫困生心理上不能接受贫困的事实，

想方设法逃避资助，效果会适得其反。

每位贫困学生的问题都不一样，以往做

法比较简单粗暴，只能解决共性问题，

无法解决个人问题，这也是一个隐患。

通过个性化的资助方法，让每个受资助

的学生都能感受到国家和学校的温暖，

让他们从心理上接受，帮助他们健康成

才，才是学校育人的根本目的。 

1.3资助体系更加程序化和公正化 

从高校学生申请国家资助到 终资

助金额发放，其中涉及到建档、复查、

公示、监督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环环

相扣，从一定程度上杜绝了以往资助的

片面性。新生开学后，高校依据学生的

家庭情况（学生表述或者证明、平台数

据）召开班会，隐去学生个人信息，班

级同学民主投票，二级学院公示，校级

平台再次公示，上报省资助系统。建档

的同学有资格获得国家助学金，但是国

家助学金的使用不能用于高消费，一旦

被发现，将会取消受资助的名额。高校

还有关于建档学生的调档和撤档的政

策，一旦学生家庭情况好转或者有学生

家庭突发变故的，依据学院政策，可以

变动建档级别。受资助的贫困生，学习

成绩达不到学院要求，也会对其建档的

级别进行调整，动态管理学生的资助数

据，做到应助尽助、精准资助、因人而

异。高校资助的名额也不再是平均等额

分配，而是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院系

之间互通，保证整体数据和内部数据的

一致性，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公平。 

2 高校资助工作的新挑战 

2.1资助工作的公平性 

国家资助政策要求给予贫困生帮

助，但是学校不单单是考虑贫困生的问

题，贫困生只是一个特殊化的群体，还

有很多其他群体。按照目前的情况，每

年国家给予的助学金名额会多出建档生

的名额，按照全方面资助的原则，不论

学生是否受到处分还是挂科，都会拿到

在其他人眼里不该拿的国家助学金，这

就让那些努力学习却没有获得助学金的

同学心里难免会难受，某种意义上会“歧

视”贫困生，觉得他们抢占了名额。有

些学习成绩好的贫困生，除了获得国家

助学金之外，还可以申请获得优秀学生

奖学金、甚至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奖

学金，他们获得国家资助的幅度比一般

的学生要大，这会让其他学生认为，贫

困有优越感。从金额来看，比一般的同

学要多的多，这就会一定程度上刺激少

数同学“挺而走险”获得建档名额。这

些心理上带来的偏差，需要高校来引

导，建立相对公平的奖学金机制，让全

校学生都能参评，满足他们的荣誉感和

安全感。 

2.2资助工作的全面性 

就某个学校而言，在中西部省份招

生必然会挤占省内相对优质的生源，对

于纯粹靠收取学费生存的民办高校而

言，经济不发达省份招生，一方面生源

不足，难以招生，另一方面，新生入校

后需要给予学生更多的资助。除了国家

常规资助外，更多的是加大学校勤工助

学、学费减免、特殊困难补助、节日慰

问等方面的开支。一般高校更多的是关

注到农村户籍的贫困学生，从心理上觉

得来自农村的不容易，在政策上更多的

倾向农村学生，而对于来自城市贫困的

学生，在建档级别上会比农村的学生低

人一等，某种程度上说，这是资助对象

的缺位。我们在看待资助对象时，需要

全面看待，不能一边倒的政策，需要兼

顾不同方面的平衡，寻求 大化和全面

覆盖性。 

2.3制度冲突，以谁为重 

国家资助政策讲究全面性、精准性，

在高校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一般都是给

予所有的建档学生国家助学金，多余的

国家助学金名额二次分配。但不是所有

的建档生都能考试合格，遵守校规校纪，

特别是一些生活习惯不一样的学生，总

会有冲突，性格上存在问题，更有甚至，

心理上存在严重问题。部分高校出台了

调档和撤档的规定，对于考试不合格的

建档生将取消资助名额，某种程度上能

激励贫困学生认真学习；但仍有一些学

生不及格，取消名额之后加剧了学生的

生活压力，出现再次贫困的现象，也就

加大学校的管理难度。贫困生中间也会

形成恶性认知，认为建档生就会拿到国

家助学金，只要学校不发国家助学金，就

是学校的问题。在面对贫困生出现考试

作弊、旷课、打架等问题的处理上，是

当做普通学生对待，还是特殊照顾，这

是学校面临的难点问题；是管理学生重

要，还是资助学生重要，两者之间能否

达到平衡，需要高校资助工作者长期的

摸索。 

3 高校资助工作机制的改进 

3.1完善机制、健全体系 

地方政府机构在提供学生家庭信息

时，务必要准确和详细。对于每个建档

学生的情况都要详细把握，因人而异，

不能讲指标平均化，要尊重学校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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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机制，配合学校的工作要求。在给

学生建档的过程中，需要政府和学校相

互沟通，验证信息，经济是决定性因素，

但还需要考虑到学生的在校表现、综合

素质等方面因素。政府和高校共用大数

据平台，一定要数据互通，建档前与学

校联系，不能单方面建立信息，造成数

据真空。学校要加大查验力度，除常规

的实地走访外，还需要利用大数据平台，

辅助贫困生的认定。在评选过程中，保

证公平公正，同时注意保护学生的隐私，

建立专门的资助档案，保证在合理的范

围内让其他同学查阅和监督。对于师资

力量薄弱的高校，还需要严格按照国家

和省市的要求，建立健全资助工作人员

队伍，成立专门机构，配备专业人员，

专门做好学生资助工作，使工作更加程

序化、规范化和公正化。 

3.2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贫困信息来源渠道目前主要在地方

政府（基层乡镇）上报和学校自己掌握，

以往学校在全国系统中经常发现一些

“特别学生”，这些学生是本校学生，但

在学院建档生中却不存在，而学生本身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系统名单中。

这说明在地方基层政府上报系统名单的

过程中，存在一定漏洞，有些为了简单

省事，只要大家庭成员中存在五保户、

特困户等人员的就将学生上报；更有甚

者，只要是大学生，不论家庭情况如何，

直接上报。在这个过程中，缺乏监管和

审核机制，对于贫困户的信息还需要进

一步的审核，避免出现信息不全、不准

确、涂乱修改等一些违规现象。学校在

开展贫困认定的过程中，主要依托辅导

员、学生干部，部分思想不到位的辅导

员不按照常规程序开展工作，在建档的

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学生不知晓、信息不

全、漏档等情况。建议成立第三方的监

督机构开展资助评估工作，查漏补缺，

以更好的完成资助工作。 

3.3助人自助，建立诚信档案 

政府、学校在获取学生的基本信息

时，学生是信息的提供者，如果学生提

供信息有误，政府和学校未能及时查

验，会影响到学生的建档情况。这就要

求高校要及时开展贫困学生的思想教

育，开展诚信教育活动，告知学生诚信

做人，理性看待贫困，不要为了资助撒

谎，虽然获得一时的利益，但是丧失自

己的价值和人格，在诚信档案上留下污

点。学校和政府要及时验证学生信息的

准确性，不能简单了事，对于不诚实的

学生，学校可以按照校规校纪进行处

理，但是还是以教育为主。高校通过开

展各种主题教育活动，树立典型，建立

一支资助宣传队伍，让学生参与进来，

共同做好资助工作，在活动中成长，并

提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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