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财政部  教育部 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落

实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通知  

财科教〔2017〕21 号 

党中央有关部门，国务院有关部委、有关直属机构，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教育厅（局、

教委）、银监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教育局，中国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及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

市中心支行、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中央部门所属各高等学

校，有关银行业金融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等教育学生（含全日制普通本专

科生、研究生、预科生）资助工作，确保学生资助政策落实

到位，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 

　　（一）确保研究生奖助政策不留死角。科研院所、党校、

行政学院、会计学院等研究生培养单位要按照《财政部 国

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

（财教〔2013〕19 号）等要求，全面落实研究生奖助政策，

确保符合条件的研究生都能享受到相应的资助，做到不留死

角。所需资金按照现行规定和渠道解决，科研院所等培养单



位要按照预算管理程序编列预算，并统筹利用事业收入、社

会捐助等资金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 

　　（二）做好预科生资助相关工作。预科生可按照规定享

受相应教育阶段的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国家助

学金、国家助学贷款贴息及风险补偿金所需资金，比照相应

教育阶段资金筹集办法解决。 

　　（三）推动国家助学贷款全覆盖。进一步拓展国家助学

贷款业务覆盖范围，实现高校、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

会计学院等培养单位全覆盖，实现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研

究生、预科生全覆盖。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会计学

院等目前尚未开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培养单位，从 2017

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办，其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在校学生

可根据实际情况，自主选择申请办理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或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四）完善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等政策。尚未出

台高校毕业生赴基层就业学费补偿贷款代偿政策的省份，应

当于 2017 年 4 月 30 日前出台相关政策。生源地、就读高校

所在地、就业所在地不在同一省份的毕业生，按照“谁用人谁

资助”的原则，由就业所在地区给予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五）落实民办高校同等资助政策。民办高校学生与公

办高校学生按照规定同等享受助学贷款、奖助学金等国家资

助政策。各地区应当建立健全民办高校助学贷款业务扶持制

度，提高民办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资助的比例。 

　　二、进一步提高资助精准度 

　　（六）加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各省级教育、

财政部门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标准以及财力状况等因素，确定本地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认定指导标准。高校等培养单位要根据指导标准，结合收费

水平、学生家庭经济状况等因素，制（修）订具体的认定标

准和资助档次。高校等培养单位要逐步建立学生资助数据平

台，融合校园卡等信息，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提供支撑。 

　　（七）加大对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

各地区、高校等培养单位要把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

士子女以及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学

生作为重点资助对象，国家助学金等相关资助政策原则上应

当按照最高档次或标准给予相应资助，确保其顺利就学。 

　　（八）优化国家奖助学金等名额和资金分配机制。各地

区、高校等培养单位在分配资助名额和资金时，不能简单地



划比例、“一刀切”。各省级财政、教育部门要结合实际、因

地制宜，对民族院校、以农林水地矿油核等国家需要的特殊

学科专业为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较多的高校等培养单位倾

斜。高校等培养单位要统筹考虑不同学科专业、培养层次、

学生经济困难程度等因素，科学合理分配名额和资金。 

　　（九）完善校内配套政策措施。在落实国家统一的资助

政策基础上，高校等培养单位要结合实际，综合采取减免学

费、发放特殊困难补助、开辟入学“绿色通道”、提供助研助

教助管“三助”津贴等方式，打好“组合拳”，加大对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的资助力度。 

　　三、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学生资助工作机制 

　　（十）严格遵守规定程序和时间节点要求。各省级财政、

教育部门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分解国家奖助学金等

名额并下达所属培养单位。高校等培养单位要按时启动国家

奖助学金评审等工作，严格履行各项程序。评审工作结束后，

各地区、高校等培养单位应当及时将国家奖学金等有关评审

材料、备案材料报送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十一）确保及时足额发放各类资助资金。高校等培养

单位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标准、方式，及时足额将国家

奖助学金等资助资金发放到符合条件的学生手中。确因特殊



情况不能按时发放的，应当提前向学生说明有关情况，积极

采取措施尽快发放，并保证补发到位。按月发放的资助资金，

应做好寒暑假、学生毕业等特殊时段的衔接工作，确保全年

发放金额达到规定的资助标准。 

　　（十二）加强学生资助工作机构建设。尚未建立学生资

助工作机构的高校等培养单位，要尽快建立机构或配备专门

人员，做好学生资助服务保障工作。进一步加强县级学生资

助管理机构和人员队伍建设，按照规定落实人员工资福利、

职称评聘等方面待遇。 

　　（十三）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培训。各地区、高校等培

养单位要有计划、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做好学生资助政策宣

传工作，做到家喻户晓。要加强学生资助工作人员业务培训，

增强资助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提升业务能力和

工作质量。 

　　四、进一步加强资助育人工作 

　　（十四）更好地体现人文关怀。高校等培养单位在评定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时，要采用科学合理、更加人性化的方式，

引导学生如实反映家庭经济困难情况。公示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受助情况等内容时，不应涉及学生隐私。宣传学生励志典

型时，涉及受助学生的相关事项，应征得学生本人同意。 



　　（十五）强化资助育人功能。各地区、高校等培养单位

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将培养青年学生全面发

展作为资助育人工作的目标，在奖助学金评选发放、国家助

学贷款管理、开展勤工助学活动等环节，加强励志教育、诚

信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培养青年学生自立自强、诚实守

信、知恩感恩、勇于担当的良好品质。要帮助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正确面对困难，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地利用国家资助完成

学业，增强受助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促进受助学生成长成才。 

　　财政部、教育部等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对各地区、各培养

单位学生资助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将资助工作落实情况作

为相关绩效评价和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各地区、各培养单

位要健全工作机制，狠抓工作落实，确保把好事办好，将党

和政府的关怀及时传递给受助学生。 

　　财政部  教育部 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 

　　2017 年 3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