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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六中全会精神，切实解决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题，国务院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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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

体系）。现提出如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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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学问

题。近年来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并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费提供教科

书、寄宿生补助生活费；对普通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设立国家助学奖学金，实施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对中等

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设立国家助学金等，取得了良

好成效。  

  但是，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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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偏窄、资助标准偏低的问题比

较突出。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使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够上得起大学、接受职业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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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

优化教育结构，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的有效手段；是

切实履行公共财政职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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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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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主

要目标是：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有关要求，加大财政投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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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实行

“加大财政投入、经费合理分担、政策导向明确、多元混

合资助、各方责任清晰”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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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担。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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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学校面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扩大招生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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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与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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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国家奖学金制度。中央继续设立国家奖学

金，用于奖励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本专科

在校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每年奖励５万名，奖励标准为

每生每年８０００元，所需资金由中央负担。  

  中央与地方共同设立国家励志奖学金，用于奖励资助

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中品学

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面平均约占全国高校在校

生的３％，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５０００元。国家励志奖

学金适当向国家最需要的农林水地矿油核等专业的学生倾

斜。  

  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国家励志奖学金所需资金由中央负

担。地方所属高校国家励志奖学金所需资金根据各地财力

及生源状况由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担。其中，西部地区，

不分生源，中央与地方分担比例为８∶２；中部地区，生

源为西部地区的，中央与地方分担比例为８∶２，生源为

其他地区的，中央与地方分担比例为６∶４；东部地区，

生源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中央与地方分担比例分别

为８∶２和６∶４，生源为东部地区的，中央与地方分担

比例根据财力及生源状况等因素分省确定。人口较少民族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全部由中央负担。鼓励各地加

大资助力度，超出中央核定总额部分的国家励志奖学金所



需资金由中央给予适当补助。省（区、市）以下分担比例

由各地根据中央确定的原则自行确定。  

  （二）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中央与地方共同设立国

家助学金，用于资助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全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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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面平均约

占全国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的２

０％。财政部、教育部根据生源情况、平均生活费用、院

校类别等因素综合确定各省资助面。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

每年２０００元，具体标准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在每生每

年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元范围内确定，可以分为２—３

档。  

  中等职业学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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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００元，国家资助两年，第三年实行学生工学结合、顶岗

实习。  

  国家助学金所需资金由中央与地方按照国家励志奖学

金的资金分担办法共同承担。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试行运用教育券发放国家助学金的

办法。  

  （三）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大力开

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国家助学

贷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助学贷款享有同等优惠政

策。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积极推动和鼓励金融机构开展

相关工作。要进一步完善和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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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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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实行国家

助学贷款代偿政策。  

   （四）从２００７年起，对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新招收的

师范生，实行免费教育。  

  （五）学校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从事业收入中足额提

取一定比例的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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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的作用，

积极引导和鼓励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等面向各级各

类学校设立奖学金、助学金。  

  普通高中以及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研究生的资助政策

另行制定。  

  四、建立健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工作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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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季开学起在全国实施。各

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各学校要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周

密安排，精心组织，扎扎实实地把这件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的大事抓好。  

  （一）加强组织领导。财政部、教育部等要密切配合，

制订相关管理办法，指导、检查和督促地方开展工作。地

方政府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在整合现有资源的基础



上，建立健全学生资助管理机构，制订具体的管理办法，

切实抓好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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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专

门的助学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此项工作。  

  （二）确保资金落实。中央财政要足额安排、及时拨付

应当负担的资金。省级人民政府要制订行政区域内具体的

分担办法，完善省对下转移支付制度，确保行政区域内政

府应当负担的资金落实到位。要切实加强助学资金管理，

确保及时发放、专款专用。要加强监督检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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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规范收费管理。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今后五年

各级各类学校的学费、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２００６年秋

季相关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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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设立

收费项目。要对教育收费实行严格的“收支两条线”管

理，规范支出管理。  

  （四）加大宣传力度。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各学校

要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宣传，使这项惠民政策家喻户晓、深

入人心，使广大学生知晓受助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