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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助学贷款是解决学生学习和生活经济困难的一种助学措施�国家助学贷款的发展有利于我国推
进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高等学校保证办学经费�完善资助经济困难学生政策体系�有利于学生避免因经济困
难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切实享受教育机会平等权利�有利于银行拓展业务�培养潜在客户和利润增长
点提供机遇。然而�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在发展和演进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如何更好地推进国家助学贷
款工作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因此�研究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分析我国
国家助学贷款存在贷款供不应求、贷款发放不平衡、学生还贷压力过大、违约率高等问题�提出加大政府贷款
补贴力度、制定还贷优惠政策、加强贷款大学生的信用监管等方面措施�从而完善我国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积
极推进国家助学贷款工作健康有序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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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助学贷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金融手段完善我国普通高
校资助政策�加大对普通高校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力度所采取的一项重大措施。学生贷款是高等
教育投入的一部分�发展国家助学贷款也是增加
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举措之一 ［1］。因此�推进国
家助学贷款工作�对促进我国社会和谐稳定�保
证高等学校办学经费�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然而�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在发展中�出现了
一些问题和矛盾�如何更好地推进国家助学贷款
工作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1　我国国家助学贷款的内涵
1．1　我国国家助学贷款的概念

“国家助学贷款是指金融机构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的 （不含港澳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 ）
高等学校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
（含高职生 ）、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位学生发放
的�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用的人民币
贷款 ” ［2］。助学贷款是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困难学
生学习和生活困难的一种助学措施 ［3］。国家为
了保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顺利推进�专门成立管
理机构�由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
工商银行组成全国助学贷款部际协调小组�教育
部设立全国学生贷款管理中心�作为部际协调组
的日常办事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相应
的协调组织和管理中心。
1．2　我国国家助学贷款不断发展演进

1986年7月�国务院同意在全国85所院校
中试点实行奖学金和贷学金制度�标志着我国国
家助学形式进行改革。1987年7月�国家规定各
院校从主管部门核拨的高校办学经费中提取一

定比例建立奖贷基金。1999年6月�国家决定在
上海、北京、南京、天津、西安、武汉、重庆、沈阳等
8个城市的中央部委所属高校的经济确实困难的
全日制本、专科生试点发放国家助学贷款�贷款
专门用于学费和基本生活费�中央部委所属院校
按照中央财政核定的贴息计划�对当年计划发放
的助学贷款提供贴息�各地区根据地方财政情况
确定地方院校国家助学贷款规模�并且要求学生

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时提供符合条件的担保人予

以担保。2000年8月�国家又规定助学贷款试点
8个城市扩展到全国所有城市�助学贷款的范围
由全日制本、专科生放宽至研究生�并取消担保
要求�采用无担保 （信用 ）贷款�中央财政对中央
部委所属院校实际发生贷款数额足额贴息�地方
财政决定地方所属普通高校的国家助学贷款贴

息的比例和总额。2004年6月�国家在2000年8
月政策基础上又规定学生还贷期限放宽至6年�
在校期间免交贷款利息；建立贷款风险补偿资
金�以减少经办贷款银行的风险；同时�加大对学
生还贷的监管�发现借款学生违约及时进行曝光。
2　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存在的问题
2．1　国家助学贷款供不应求

1999年高校实行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的
发展规模迅速扩大。高校招生规模急剧扩大的
同时�高校贫困学生的数量也同步迅速增加。据
全国学生贷款管理中心的统计数字表明�“2004
年我国全日制本专科在校学生约900万人�其中
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占20％以上 ” ［4］。但是�银
行出于风险考虑�对国家助学贷款的积极性不
高�发放助学贷款的数量没有随着高校贫困学生
的数量同步增加�导致高校贫困学生需求国家助
学贷款总量大与银行放贷国家助学贷款总额小

的矛盾日益突显。据调查�到2004年8月底�我
国普通高校经济困难的学生约240万人�与2002
年相比增加了58万�增长率为31％。而国家助
学贷款实际发放额到2004年6月底仅为52亿
元�贷款学生83万人 ［5］。如果每位贫困学生助学
贷款0．6万元�则240万人贫困学生就需要144
亿元贷款�而国家助学贷款实际发放额只有52
亿元�显然�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额远远不能满足
高校贫困生的需求�这种国家助学贷款供不应求
的状况严重制约国家助学贷款的发展。
2．2　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不平衡

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两

方面�其一�国家助学贷款在放贷的学校上不平
衡。中央部委所属院校国家助学贷款比例大大
超过地方院校�尤其是教育部部属一些名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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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比例更大�而地方高校获得
国家助学贷款的比例则较小。据调查�地方高校
申请贷款学生是部属高校申请贷款学生人数的

2．5倍�实际发放贷款金额地方高校仅为部属高
校的1．6倍�而从实际支付的贴息金额来看�两
者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6］。其二�国家助学贷款
在放贷的地区结构上不平衡。经济发达的省份�
特别是东部沿海省、市�国家助学贷款的投入较
多�而西部大部分地区经济欠发达�在校贫困生
的比例相对较高�急需国家助学贷款的支持�但
银行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在经济欠发达的
地区发放大量国家助学贷款�西部大部分地区国
家助学贷款的投入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导致西部
地区学生上学经济困难的问题更加突出。据统
计�截至2002年末�上海、北京、天津三地银行审
批贷款学生人数占申请人数的比例分别是76％、
65％和90％�而在广西、江西�该比例只有9％左
右 ［7］。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不平衡严重影响国
家助学贷款的目的全面实现。
2．3　学生还贷压力过大

我国规定学生在毕业后六年内还清贷款�对
于上学期间贷款比较少�毕业后工作单位效益比
较好的学生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一
旦学生毕业后找不到理想的单位或单位效益不

好�上学期间贷款数额又比较大的情况下�六年
内还清贷款有一定难度 ［8］。尤其在经济转型的
情况下�就业竞争尤其激烈�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已成为现实。据教育部统计�2004年全国普通高
校共有毕业生280万人�截至2004年9月1日�
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为73％�约有
75．6万人待业。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就意味着
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就没有
钱还贷�收入不确定直接影响学生的还贷能力。
即使学生勉强找到工作�还贷压力仍然非常大。
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
非常困难�虽然我国政府十分重视高校毕业生的
就业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高校毕业生的初
次就业率平均达74％。但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
工资普遍较低 ［5］。据了解�2009年上海高校毕业
生就业的工资大多数处于每月2000元左右�如
果房屋水电等开支1000元�剩余1000元。显然
贷款学生还贷压力非常大。学生还贷压力过大
严重影响国家助学贷款的持续发展。

2．4　国家助学贷款学生还贷违约率高
据统计�贷款学生在校期间能自觉按时付息

的仅占70％左右�毕业后能自觉按时还本付息的
不到40％�个别学生尚以多种理由延迟还本息�
毕业后杳无音信的学生不在少数 ［9］。据调查�
2007年�全国国家助学贷款的违约率达28．4％。
2008年广东省有94所高校的15585笔助学贷款
合同进入还息期�涉及本金863．97万元。截至
2009年6月30日�仍有2118笔贷款合同未按时
支付利息�利息违约金额43．85万元�违约合同数
占总还息合同数的13．59％。2001年年底�上海
浦东发展银行和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对上海十多

所高校首批借款学生的还贷情况所作的跟踪报

告�已毕业的1000多名学生中约20－30％的学
生未按期还款。据不完全统计�2003年5月末�
在开办国家助学贷款的884所高校中�已进入还
款期的人数为5．4万人�其中�不能按借款合同
还本付息的违约者有1．3万人�涉及学校227所�
连续违约90天以上的违约率已达16．7％ ［10］。
贷款学生还贷违约率高严重影响银行开展国家

助学贷款的积极性。
3　完善我国国家助学贷款的措施

由于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设计存在着公益性

与商业性相矛盾的缺陷�使得实施过程中产生的
政府缺位、银行缺乏积极性以及学生还贷违约率
居高不下等一系列问题。要积极推进我国国家
助学贷款发展�就需要不断完善我国国家助学贷
款措施。
3．1　加大政府贷款补贴力度

国家助学贷款供不应求�贷款数量远满足不
了高校贫困生的渴求。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
国家助学贷款没有担保�而我国信用监督体系尚
未健全�按目前政策规定�如果发生呆坏帐�银行
要承担绝大部分的损失 ［11］。银行开展助学贷款
业务的风险较大�因而�缺乏助学贷款的积极性。
二是目前政策规定地方院校的国家助学贷款贴

息由地方财政负责�由于地方财政差异很大�对
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说�地方财
政紧张而使贷款贴息不足�无法满足学生申请的
贷款需求。按照国外开展助学贷款的一般原则�
80％的助学贷款损失最终会有政府买单 ［12］。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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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美国目前最盛行的斯坦福贷学金助学贷款�政
府承担风险�如果学生违约没有归还贷款�或者
由于死亡、疾病等原因无法还贷�州政府和联邦
政府将向银行赔付95％的拖欠贷款。如果我国
政府加大贷款补贴力度�设立风险担保基金�贴
补银行风险所带来的损失�银行开展国家助学贷
款业务的积极性会不断提高。同时�如果地方财
政对国家助学贷款进行利息补贴、支付风险补偿
金和补偿坏帐而产生损失时�中央政府承担地方
财政由此引起的专项支出�防止引发地方财政危
机 ［13］。那么地方财政紧张而使贷款贴息不足问
题便可以解决�中西部地区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
可以顺利推进。显然�加大政府贷款补贴力度�
有利于改善国家助学贷款供求关系�有利于改善
国家助学贷款发放的不平衡问题。
3．2　制定还贷优惠政策

纵观外国还贷政策�各国的助学贷款政策都
有助学贷款归还优惠政策。2007年5月�我国规
定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本、专科
生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毕业后自愿到艰
苦地区基层单位从事第一线工作且服务达到一

定年限�国家实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这一
规定充分体现了还贷优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减轻学生的还贷压力。对于提前还款、信用等
级高的学生可以给予贷款利率方面的优惠�鼓励
贷款人积极还贷；对于在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的
贷款学生�可以按照贡献大小按比例减免还贷额
度�以鼓励贷款学生勤奋工作�争创佳绩�努力为
国家、社会作出更大贡献。同时�对于因意外伤
亡、重大疾病以及重度残疾而缺乏偿还能力或者
还贷困难的�应当酌情减免还贷责任。这些还贷
优惠政策有利于改善学生还贷压力�提高国家助
学贷款的社会效益。
3．3　加强贷款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和信用
监管
　　我国目前尚缺乏一个全国联网的个人信用

档案和信用监督体系�“国家主导的公共信用体
系没有建立�国家助学贷款信用体系没有环境支
撑 ” ［14］。导致还贷意识淡薄、恶意拖欠贷款的现
象严重。国家助学贷款中学生违约现象以及由
此而产生的金融风险�正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自2002年开始�上海高校实现助学贷款网络化管
理�网上申请及个人贷款信息管理�大大提高银

行助学贷款管理效率。实现助学贷款网络化管
理�为建立和完善大学生个人信用系统奠定了基
础�各商业银行应当通力合作�建立金融系统共
享的个人信用监管网络体系。对于恶意欠款的
大学生�可以对其行为在媒体及相关信息系统上
进行曝光�同时�严厉处罚违约行为。信用是一
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品
德�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 ［15］。高等
学校应当将诚信道德内容贯穿到课程教育和综

合管理的每个环节�制定对守信、失信行为的奖、
惩机制�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加强贷款大学生
的诚信教育和信用监管有利于降低助学贷款学

生违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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