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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 

普通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资助政策体系的实施意见 

吉政发〔２００７〕33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

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２００７〕１３号）精

神，省政府决定，建立健全我省普通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

助政策体系（以下简称资助体系），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现

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重大意义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资助，关系到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关系到

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就学资助工作，近年来，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部免除了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并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为寄宿生补

助生活费；对城市低保家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实行 “两免一补 ”；对普通高

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国家助学贷款、奖助学金、勤工助学及绿色通道等政

策；对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设立助学奖学金，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但是，我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对普通高校和

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面偏窄、资助标准偏低等问题比较突出。

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

业，是实践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的重要举措；是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的有效手

段；是履行公共财政职能，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必然要求。这是继全部

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后，促进教育公平的又一件大事，具有重大

意义。 

  二、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主要目标与基本原则 



  （一）主要目标。落实各项助学政策，扩大受助学生比例，  

  提高资助水平，从制度上基本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同时，

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维护教育公平，促进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１ 加大财政投入。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大幅度增加财政投

入，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２ 经费合理分担。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所需资金，由省结合中

央补助情况，合理确定省与地方分担比例。 

  ３ 政策导向明确。在努力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公平享有受教育机会的同

时，鼓励学生刻苦学习，接受职业教育，学习国家最需要的专业，到艰苦地区

基层单位就业。 

  ４ 多元混合资助。统筹政府、社会等不同资助渠道，对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采取奖、贷、助、补、减等多种方式进行资助。 

  ５ 各方责任清晰。省、市（州）、县（市、区），各相关部门及学校明

确分工、各司其职、落实责任、完善制度，操作办法简便易行，并接受社会各

界群众监督，确保各项政策措施顺利实施。 

  三、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 

  （一）完善奖学金制度。 

  １ 奖学金。中央和省继续设立国家奖学金和省政府奖学金，用于奖励全

日制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奖励标准，国家奖学金为每生每年

８０００元。省政府奖学金为每生每年４０００元。 

  ２ 国家励志奖学金。中央和地方共同设立国家励志奖学金，用于奖励资

助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面平均为高

校在校生的３％，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５０００元，适当向国家最需要的农林

水地矿油等专业的学生倾斜。 

  （二）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中央与地方共同设立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在校生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中等职业学校所有全日制在校
农村学生及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１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国家助学金资助面平均为在校生的２０％，

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２０００元。 



  ２ 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所有全日制在校农村学生和城市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１５００元，政府资助２年，第三年

实行学生工学结合、顶岗实习。 

  （三）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将我省高校国家助学贷款风

险补偿金提高一定比例，由同级财政和高校各承担５０％。风险补偿金由完全
补偿机制改为激励机制。积极开展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有关部门要密切合

作、总结经验、完善相关政策，保证我省国家助学贷款的可持续开展。鼓励、

支持金融机构开展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并给予同等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现行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制订与贷款风险和管理成本挂钩的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

金使用管理办法。相关金融机构要完善内部考核体系，采取更加积极有效措

施，调动各级经办机构的积极性，确保应贷尽贷。 

  （四）学校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取５％比例的经费，

用于学费减免、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勤工助学、校内无息借款、校内奖助

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等。 

  要进一步落实、完善鼓励捐资助学的相关优惠政策措施，充分发挥吉林省

教育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的作用，积极引导和鼓励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等面

向各级各类学校设立奖学金、助学金。 

  （五）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

助政策，自２００７年秋季开学起在我省全面实施。 

  四、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要密切配合，制订相关具体管

理办法，指导、检查、督促各地和省属高校开展工作。各市（州）政府要建立

相应的工作机制，在整合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市、县两级学生资助工

作管理机制，充实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制订具体的管理办法，切实抓好落实，

确保学生资助工作的公平公正和公开透明。教育部门要将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资助工作情况纳入办学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各学校要把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作为工作重点，实行校长负责制。高校要设立专门的学生资助管理机构，中

等职业学校也要根据在校生规模设立机构或安排专职人员负责此项工作。  

  （二）确保地方资金落实。 

  １ 国家励志奖学金和国家助学金由中央与我省按６∶４比例分担。我省

负担的资金，省属学校（含民办高校）由省财政负担；市（州）、县（市）属

学校（含民办学校）由省和市（州）、县（市）按６∶４比例分担；各市

（州）与所辖区所需配套资金的分担比例由各市（州）确定。 

  ２ 省政府奖学金由省财政负担。 



  各级政府要足额安排、及时拨付应当负担的资金，确保行政区域内政府应

当负担的资金落实到位。 

  （三）切实加强助学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及时发放。学校对国家奖

学金和助学金实行分账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挪用，并接受审

计、监察部门的检查和社会监督。对于挤占挪用资金、弄虚作假套取资金等违
法违规行为，要追究责任、严肃处理。 

  （四）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必须

严格工作制度，规范工作程序，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教育部门负责合理确
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标准和认定程序。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全面

领导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工作。学校学生资助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和管理全

校的认定工作。 

  （五）规范收费管理。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今后３年内我省各级各类学校

的学费、住宿费标准原则上不做调整。各地要进一步严格收费立项、标准审批

管理工作，规范学校收费行为，坚决制止乱收费。加大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

的监督力度，切实减轻学生及家长负担。绝不允许一边加大助学力度，一边擅

自提高收费标准、设立收费项目。对教育收费严格执行 “收支两条线 ”，规

范支出管理。 

  （六）加大宣传力度。各级政府各部门要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

媒体，大力开展新资助政策的宣传，向广大人民群众和学生宣传新资助体系的

内容和要求，推广各地、各学校资助工作的好经验和好做法。教育部门要认真

组织各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宣传，使广大学生及家长及时知

晓受助的权利，让党和国家的这项惠民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二○○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