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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由国开行等金融机

构向无法筹集学费的贫困大学生提供的信用助学贷款，是国

家助学贷款的主要形式之一。近年来，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

成为解决贫困大学生学费和住宿费问题的主要方式，是政府

利用市场化途径解决贫困学生就学问题的重要措施。目前，中

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贫困大学生的根本利益、社会公平、

政府的信誉以及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

2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政策现状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自 2007 年试点推广

以来不断发展与完善，已成为解决大学生学费和住宿费问题

的主要方式，目前，已覆盖中国 26个省市，占中国助学贷款

80%以上的份额。贷款额度为本专科生每年最高 8000元，研

究生每年最高 12000元，贷款年限为剩余学制加 13年，最长

可达 20年。学生在校期间贷款由政府贴息，毕业后由学生承

担利息，同时设置了 3年宽限期，毕业后前 3年仅归还利息，3

年后按年归还本金。2017年，国家开发银行面向全国约发放国

家助学贷款 409万人次，金额共计约 284亿元。其中，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覆盖约 390万人次，金额共计约 270亿元。

生源地信用贷款政策缓解了贫困大学生的经济压力，也

缓解了他们毕业后的就业压力，是一种较好的模式。

3 生源地助学贷款的额度问题

2007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额度为本专科生每年

6000元，研究生每年 8000元。2014年，额度上调为本专科生

8000元，研究生 12000元。经过了解，公办高校本专科学生的

学费和住宿费一般在 8000元左右，有些低于 8000元，生源地

助学贷款额度基本满足这些学生的需要。而大部分地区的民

办本专科高校收费则较高，一般在 10000元以上，有些独立学

院甚至高达两三万。助学贷款的额度对考入民办高校的学生

来说远远不够，而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对公办高校学生和民

办高校学生实行“一刀切”的办法，造成了公办学生的额度有

剩余，而民办高校学生不足的现象，存在一定的不公平。助学

贷款的目的是确保贫困学生顺利报到入学，但大部分贫困学

生来自偏远地区，融入大学校园和社会实践能力相对欠缺。为

实现资助育人的最终目的，学生入学后的发展问题也是需要

考虑的。助学贷款额度仅覆盖学费和住宿费，未涵盖学生生活

费以及用于提升自己的培训考试费用，现行的额度已不能满

足学生的实际需要。

针对上述问题，建议实行差别化的生源地助学贷款的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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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

年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学生

承担

本息

总额

（元）

8000 8000 8000 8121 8518 8916 9313 9512 9711 9909 10108 10307 10506 10704 10903 11102 11300

表 1 学生承担本息总额与贷款年限关系

度上限。建议贷款额度上限与高校收费水平挂钩，将公办高校

和民办高校区分对待，并实行动态的调整机制。同时，各地由

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同地域的公办高校之间以及民办高

校之间收费也存在差异。考虑这种差异性，将对不同地域的高

校区别对待，即公民办区别对待、不同地域的高校区别，设置

不同的助学贷款额度上限，同时考虑学生生活费和用于提升

技能的培训考试费用，进一步满足贫困大学生的实际需要。

4 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对象问题

目前，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主要面向筹集不齐学费和住

宿费的大学新生和在校生，前提是家庭经济困难，且学生本人

入学前户籍和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均在本县（市、

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社会人员的大量流动，特别是很

多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并转型为市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在

实际的操作中有两方面问题：淤大量的学生和父母的户籍不

在同一个地方，如果此类学生申请生源地贷款，目前只能让其

户籍所在地的其他亲属或者朋友作为共同借款人，甚至出现

学生找不到共同借款人，由县级学生资助中心工作人员作为

共同借款人的情况；于有些学生的就学地和户籍地不在同一

个地方，但按照目前政策只能回到原户籍所在地申请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格审查是通过学生户籍所在街

道民政部门、居委会或者原就读高中来进行的，但在实际操作

中存在较多问题，街道民政部门和居委会目前仅受理低保学

生的资格审核，随着国家“放管服”工作的改革，进一步减少了

各类证明材料，实际工作中让街道民政部门和居委会盖章审

核较为困难[1]。而原就读学校为教学部门，对学生家庭经济情

况的审核则缺乏专业性，审核的准确度不高。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系统已与公安系统对

接，可以直接读取学生和共同借款人的身份证信息，实现了全

国信息共享。建议学生既可以在户籍所在地办理，也可以在学

籍所在地办理，减少学生和家长的来回奔波，让群众少跑路，

让信息多跑路。另外，建议减少或者取消盖章审核环节，由学

生和共同借款人采取书面承诺的方式。同时，参照经济发达国

家的做法，扩大助学贷款的范围，对有贷款需求的学生“应贷

尽贷”，让学生用毕业后的工作收入偿还贷款，培养学生的自

立能力。

5 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年限选择问题

目前，生源地贷款的最长年限是剩余学制加 13 年，最长

不超过 20年。在借贷期间，学生可以自主选择提前还款，并不

产生任何手续费。此种模式的设计确实解除了学生的后顾之

忧，大大缓解了学生的还贷压力。但如果学生借款期限长，则

付出的利息则越多。为了降低贫困学生的还款压力，确定一个

较合理的还款年限显得尤为必要。以一名本科生于入学前申

请 8000元助学贷款为例，假定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基准利率

4.9%保持不变，国开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还本付息日为

每年的 12月 20日，学生需要支付的本息总额和贷款年限有

关，具体测算如表 1所示。

以年限为横轴，学生承担的本息总额为纵轴，将表中数据

在坐标系中标记并连接各点，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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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生承担本息总额与贷款年限关系

如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从以上图表中可以得出如下结

论：

淤第 1年至第 3年学生承担的利息为 0，此时，利息全部

由财政补贴，还款对学生来说最为合算。第 4年还款需承担少

量的利息，该年度利息由财政承担一部分，剩余部分由学生本

人承担。但第 1年至第 4年的 7月份，申请贷款的学生在校期

间并无固定收入，此时，还款虽然承担利息较少，但此段时间

还款并不现实。

于第 4年到第 7年为宽限期，学生只用偿还利息。学生承

研究性文章 Article

268



Volume 02窑Issue 08窑October 2018窑Finance andManagement

第 02 卷·第 08 期·2018 年 10 月·财经与管理

担本息总额和贷款年限呈线性关系。第 7年至第 17年，学生

承担利息总额和贷款年限之间也呈线性关系，但前者的斜率

大于后者。表明第 7年后，每多贷一年学生付出的本息要比第

4年至第 7年少。

盂除去支出，如果学生毕业后每年的收入为固定数，则学

生的总收入随着年限的增加呈线性增长，由此可判断申请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在第 7年至第 17年对自己生活质

量的影响较小。

6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财政贴息问题

目前，学生在校期间产生的助学贷款利息由财政补贴，其

中，考入中央部属和省外地方高校的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

考入省内地方高校的由地方财政承担。贴息一般由学生原户

籍所在地的各县级学生资助中心进行归集，报省级学生资助

中心审核。由于县级学生资助中心和高校，特别是中央部属和

省外高校并无隶属关系，他们之间掌握的信息并不对称。高校

学生资助部门可以通过学校学籍部门掌握学生的在校情况，

但县级学生资助中心无法掌握其学籍信息[2]，如学生已退学，

县级学生资助中心也无法及时获取其学籍变动信息，即使利

用国开行助学贷款管理系统，但由于高校学生资助部门和学

籍部门之间的信息流动滞后，造成高校学生资助部门无法及

时传递给学生原户籍所在县的学生资助中心。这种信息不对

称可能会造成财政多贴的情况，违反了财政资金的使用原则，

降低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为了避免财政因信息不对称而对不在校的学生进行贴

息，建议以学制确定贴息年限，而不再以是否在校作为贴息的

条件，即对同一笔贷款给予固定年限的贴息，如对本科生可按

照 4年进行贴息，专科生按照 3年，研究生按照 7年等，而不

再核实其是否在校，如学生每年前来办理续贷且被高校成功

确认，则说明其学籍信息正常，如学生未办理续贷，则说明学

生可能不在校，这样财政资金也没有损失。总的来说，这种方

式实际上增加了贴息的年限，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学生毕业

后还本付息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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