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 :1002 - 980X(2006) 10 - 0111 - 04

国家助学贷款 :制约因素与良性循环
李克明

(安徽工业大学 , 安徽 马鞍山 243002)

　　摘要 :国家助学贷款是运用金融手段支持教育 ,资助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重要方式 ,实施六年来取得

了显著的成效 ,但仍然陷入供求两难的困境。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国家助学贷款运行机制的内在矛盾 ,并

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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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人力资本投资理论、高等教育收益理论和

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补偿理论 ,我国逐渐实行了高校

收费制度 ,高校实行收费制度对于弥补我国高等教

育投资不足 ,扩大高等教育规范、拉动“内需”、刺激

经济增长确实发挥了很大作用 ,但是收费制度的实

行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经济困难甚至中低收入家庭

不堪重负。据不完全统计 ,从 1997 年到 2000 年 ,高

校学费平均以 20 %比例左右的速度增长 ,目前我国

高等学校的学费和住宿费两项之和大约在 5000 —

6000 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 ,2004 年全年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9422 ,城镇居民家

庭“恩格尔系数”为 3717 %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

入为 2936 元 ,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

4712 %〔1〕。很明显 ,在考虑“恩格尔系数”的情况

下 ,一个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只够一个学生一年的

学费和住宿费 ,农村居民则要 3 —4 人的年收入才够

一个学生的一年学费和住宿费。因而 ,为了帮助经

济困难的高校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国家自 1999 年

开始实施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这是一种运用金融手

段支持教育 ,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的重要方

式 ,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

手段。这项政策实施以来 ,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

目前我国个人信用制度尚不完善的背景下 ,国家助

学政策的全面实施和发展还受到体制方面的诸多制

约 ,助学贷款的供求矛盾十分突出。教育部统计资

料显示 ,自 1999 年开展国家助学贷款至 2004 年 6

月末 ,5 年实际发放贷款仅 52 亿元 ,受益学生为 80

万人。在实行新机制的 2004 至 2005 学年里 ,全国

新增审批贷款学生 65 万多人 ,审批合同金额为

5115 亿元 ,虽较之前有很大进步 ,但距离一年 100

亿的基本目标仍有相当差距 ,按 20 %的贫困生比

例 ,全国有在校贫困学生约 240 万人〔2〕,按照这些数

字 ,目前仍然有近三分之二的贫困学生并没有获得

国家助学贷款的资助。

上述统计数字说明我国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和

贫困生对助学贷款的需求不相适应 ,国家助学贷款

仍然陷入供求两难的困境。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视

角分析国家助学贷款运行机制的内在矛盾 ,重新解

读其性质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一、国家助学贷款运行 :

制约因素分析

　　(一)政策性目标和商业性运作 :矛盾难以调和

国家助学贷款一方面具有保证教育机会均等 ,

维护高校和社会稳定 ,帮助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

学业的政策性目标 ,从这方面功能来看 ,国家助学贷

款似乎应为政策性贷款 ,既然是政策性贷款 ,那么发

放的主体就应是政策性银行或由政府所建立的相关

机构或组织。另一方面 ,国家助学贷款又委托商业

银行运作 ,定位于商业贷款性质 ,实际上又将大部分

风险交由银行承担 ,从而难以避免地出现委托人 (政

府)政策性目标和代理人 (商业银行) 商业性利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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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难以两全的矛盾〔3〕。

(二)交易成本 :居高不下

从直接受益主体学生来看 ,一个农村贫困学生

若想申请一笔国家助学贷款 ,需要到村、乡 (镇) 、县

教育局、学校办理一系列相关证明文件 ,并加盖一系

列的公章 ,但最终是否能够获得贷款却是未知数。

看似审查严格 ,实际上存在着一些不必要的程序和

环节 ,增加了贫困学生的交易成本。有些住在大山

里的贫困学生为了盖一个县教育局的公章 ,步行一

天到城里 ,经常还会吃到“闭门羹”。从间接受益主

体银行和高校来看 ,也存在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

按现行规定 ,高校和财政需向经办银行支付一笔风

险补偿金作担保 ,这笔资金由双方共同出资 (各占

50 %) ,出资额占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额的 10 %(有些

省份要求学校是按申请额的 6 %在申请额度批准时

即将款汇到省学贷中心指定账户上) 。这似乎使银

行的利益有了一定的保障 ,但对于目前普遍经费紧

张的高校又增加了一种额外成本 ,它除了货币时间

价值的损失外 ,还面临着由于学生违约而无法收回

的或有风险。就银行而言 ,国家助学贷款作为一项

商业性质的贷款 ,商业银行经营的盈利性、流动性、

安全性原则 ,要求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必须遵循信

贷资金运营的基本规律。但是 ,商业银行办理国家

助学贷款不但得不到相应的实质性激励 (虽然政府

要求助学贷款实行捆绑式 ,但实际操作过程中涉及

到一些部门利益 ,很难做到这一点) ,反而必须承担

国家助学贷款数额小 ,涉及面广 ,工作量大等特点所

带来的高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机会成本 ,以及贷后

很高的追偿成本和违约损失。

(三)商业银行 :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驱动力不

足

从流动性角度考虑 ,国家助学贷款基本上是中

长期贷款 ,借款学生最长还款期限可达 10 年 ,现有

的还款方式为不定期还款 ,这就意味着多达数千万

元的资金长期沉淀在借款人的账户上 ,前一年的贷

款还未收回 ,下一年又要发放新的贷款 ,贷款的流量

与存量难以互相匹配 ,贷款缺乏流动性。从安全性

角度考虑 ,国家助学贷款多为信用贷款 ,贷款对象又

是一类特殊的群体 ,其对象风险权数和贷款形态风

险权数具有难以测量性 ,按现行的“5C”信用贷款的

评估方法 ,很难对借款人的品质、预期经济收入、预

期还款能力作出真实的评价 ,有效地预防风险就成

为一个难题。从效益性角度来考虑 ,国家助学贷款

本身并不能直接带给经办银行经济收益 ,而同样规

模的贷款发放到工商企业可能会收到较高的回报率

且大大降低成本。

(四)高校承担 50 %风险金 :制约国家助学贷款

规模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新机制以前 ,高校往往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

最大限度地为贫困学生争取助学贷款。而新机制

下 ,高校由于要背上风险金这个沉重包袱 ,使得它们

在申请助学贷款额度时顾虑重重 ,往往是大打折扣 ,

如此 ,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额度对贫困学生来说仍

然是杯水车薪。

二、国家助学贷款良性循环 :

思路与对策

　　(一)制度创新 :缓解两难困境的必由之路〔4〕

虽然 ,国家助学贷款运行机制中存在的内在矛

盾已为有关部门所意识 ,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加以

解决 ,但这些办法大多是行政性的 ,比如公开批评、

媒体曝光或出台相关政策等。政府想通过行政化的

手段来加强社会约束 ,但这些行政化的手段忽视了

高校和银行的利益诉求 ,进而导致无法从根本上满

足贫困学生的利益诉求。从本质上讲 ,国家助学贷

款的困境是由其性质定位模糊造成的。从国际经验

来看 ,似乎将国家助学贷款定位为政策性贷款较为

合理 ,但这一做法仅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取得成功。

在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我国 ,个人征信体系尚

不完善 ,社会诚信文化尚未形成 ,加之财政能力不

足 ,因此无法完全照搬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助学贷款

的运行模式 ,将其定位于政策性贷款显然无法达到

预期效果。因为 ,在相关制度缺失的情况下 ,违约将

是贫困学生的理性选择。若政府直接成为助学贷款

的主要提供者 ,那么同样会面临较高的违约率。因

此 ,将国家助学贷款定位为商业性贷款应是未来一

定时期内合理的次优选择。既然是商业性贷款 ,其

供求就应由市场来解决 ,政府的作用更应发挥在指

导、监督并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上。但目前国家助

学贷款一直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安

排。这一安排对政府、银行、高校和学生而言 ,是以

一方利益受损而另一方利益递增 ,并且社会总收益

不变为结果 ,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博弈。同时 ,强制性

制度安排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连续的弊端 ,这是相关

制度文本频繁出台和废止的根本原因。新制度经济

学理论认为 ,一般地 ,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比

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创新更富有效率。当制度供

给和需求处于不均衡状态时 ,社会就会自动产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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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变迁的力量 ,这种力量如果得到合理的利用 ,就可

以促进制度变迁的完成 ,从而能够充分利用社会的

制度资源。因此 ,自下而上的自发的制度创新在现

阶段对缓解国家助学贷款困境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诚信教育 :国家助学贷款良性循环的基础

11 将诚信教育作为学生思想品德课、大学生就

业指导课的重要内容融于课堂教学中。在诚实教育

方面 :培养学生诚实待人 ,以真诚的言行对待他人、

关心他人 ,对他人富有同情心 ,乐于助人。严格要求

自己 ,言行一致 ,不说谎话 ,作业和考试求真实 ,不抄

袭、不作弊。在守信方面 :培养学生守时、守信、有责

任心 ,承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与用人单位签约要讲

究信用 ,言必行、行必果。遇到失误 ,勇于承担应有

的责任 ,知错就改。在诚实守信教育的同时 ,加强遵

守法律法规、校纪校规和社会公德的教育 ,培养学生

的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 ,具备良好的道德意识。

21 通过教授、博士论坛的形式 ,进一步强化学

生的诚信意识。聘请既有来自校外的资深院士 ,也

有来自校内有影响的教授、博士开展论坛活动 ,提升

教育档次 ,使学生的诚信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

31 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 ,诚信教

育寓教于乐。通过举办诚信征文比赛 ,信用演讲比

赛 ,组织贷款学生观看“信用行天下”专题教育片等

丰富多彩的诚信教育活动 ,使学生在参加活动的同

时 ,自身也得到了教育。

41 将诚信教育融于助学贷款管理工作的全过

程。在每年新贷款学生的签约仪式上 ,组织贷款学

生集体进行“诚信宣誓”。在毕业生离校前组织贷款

学生与贷款银行签订补充协议 ,留下毕业后的有效

联系方式 ,告知毕业生在异地的还款方式 ,同时通过

往届毕业生守信的事迹介绍 ,再一次强调他们要恪

守信用 ,视信用为生命的重要性。

(三)长效机制 :从根本上谋求国家助学贷款健

康有序发展

11 设立教育发展银行。国家助学贷款是一项

政策性很强的贷款业务 ,从长期来看 ,应成立专门的

政策性银行来负责此项业务。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了

WTO ,经济转轨已进入关键时期 ,金融体制改革的

深化要求商业银行必须真正实现企业化经营。四大

国有独资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工作正在有序地

推进 ,显然 ,将来商业银行将不再承担政策性任务 ,

国家助学贷款将成为商业银行的一项选择性市场业

务。因此 ,从长期来看 ,应成立中国教育发展银行 ,

支持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教育发展银行是一个有政府发起的政策性银

行 ,不以盈利为目的 ,专门为贯彻国家科技兴国战略

和教育政策 ,在特定的业务领域内从事助学贷款的

融资活动 ,它可根据国家政策规定 ,对贫困学生发放

优惠利率或免息的政策性助学贷款。教育发展银行

由政府出资创立 ,可以集合私人资本支持教育 ,在国

家信誉的保证下 ,通过发行“教育金融债券”来募集

资金 ,同时根据国家教育产业政策发展的要求 ,按照

市场经济下的教育观 ,为高校提供政策性融资业务

及相关金融产品的服务 ,促进教育与经济金融的更

好结合〔5〕。

21 实行生源地贷款和灵活的抵押担保方式。

将现在大学生在高校申请助学贷款 ,改为在收到高

校录取通知书后在当地申请贷款的生源地贷款。对

银行来说 ,分散了高校集中城市银行的风险 ,减轻了

集中借贷的压力 ,同时也便于各地银行能够就近进

行贷前调查和评估 ,便于银行与学生及其家长及时

取得联系和追缴债务 ,从而降低“呆坏账”产生的风

险 ,实现资金周转的良性循环。对学生来说 ,在原籍

申请贷款可以及时而且相对容易地获取贷款 ,解决

燃眉之急 ;可以不受学校贷款总额和高校承担风险

金之类的人为指标所限和高校归属问题的影响 ,真

正使需要贷款的贫困学生都能贷到款。对借贷双方

来说 ,省去高校这个中介环节 ,当事人双方的权利、

义务、责任关系更加明确、更加直接。一方面促使银

行更负责、更细致地做好客户的信用考核、评估工

作 ,另一方面 ,加强了学生与银行的直接联系 ,增强

了学生的还贷意识。高校不参与借贷活动 ,避免了

银行、高校和学生之间相互推脱责任。

31 建立完善的个人信用征信系统。在国外 ,健

全的个人信用征信体系是防范信用风险的关键。个

人征信局以专业化的运作从金融、公用事业、政府、

交通、教育等部门广泛收集个人信用信息 ,进行加

工、处理 ,形成一定的征信产品提供给银行等信息需

求者 ,使他们能够及时充分地了解到客户的真实信

用状况。这不仅可以帮助贷款机构避免风险 ,而且

信息的存在也对个人构成了巨大的压力。由于监管

到位 ,各系统联动 ,所有不良记录都将影响个人及家

庭今后的生活质量 ,迫使人们约束自己的行为 ,珍视

自身信用 ,从而形成诚实守信的良好环境。以个人

征信系统作保障 ,银行可以大大简化贷款手续 ,降低

贷款条件 ,使贷款人最终得到实惠。近年来 ,我国在

上海、深圳、重庆等地对个人征信体系的建立进行试

点 ,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人民银行已专设了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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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管理局 ,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不远的

将来 ,遍布全国各地的个人征信体系将逐步形成。

覆盖全国以及各金融系统的监管体系 ,可以从根本

上防范银行经营风险。让规范的制度、完善的监管

体系发挥长期有效的作用。在该体系建立和完善之

前 ,针对助学贷款风险的防范 ,建议各个金融系统把

违约学生的信息列入“黑名单”,联网共享 ,在主流媒

体上公布 ,让全社会参与监督。同时 ,加大对拖欠者

的惩罚力度 ,提高违约成本 ,提高人们的自觉性。对

于拖欠贷款的人 ,银行可以把拖欠者的账户转给专

门的追款机构 ,还可以把拖欠者的有关情况报告给

信用评级部门 ,使违约记录终身相伴。最后直至诉

诸法律 ,由法院强制执行。

(四)强化管理 :高校助学贷款管理者的责任

高校要从践行“三个代表”的重要高度 ,切实加

强对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领导、协调和管理 ,真正做

到“一把手”负责制 ,主动与经办银行磋商“银 —校”

全面合作事宜 ,创新“银 —校”合作形式 ,提升档次 ,

努力实现双赢。同时要设立有真正编制和工作经费

的专门国家助学贷款管理机构 ,明确分工 ,强化职

责 ,规范管理 ,缩短办理贷款的周期 ,提高工作效率。

对于高校专门国家助学贷款机构来说 ,须具体做到

以下五点 :一是要建立资助政策告知制度 ,尤其是在

《招生简章》及录取通知书上写明学校资助经济困难

学生的政策体系 ;二是要建立国家助学贷款反馈制

度 ,实行定期报告制度 ,以便学校领导和有关部门掌

握此项工作的动态 ,及时提出解决方案 ;三是建立国

家助学贷款定期通报制度 ,对开展工作好的学院和

人员予以表扬 ,对工作不落实 ,要予以通报批评 ;四

是要加强对经办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人员的培训 ,一

方面开展政策学习 ,使他们及时了解国家助学贷款

的政策 ,另一方面要对贷款工作中的具体步骤 ,列出

计划、细分职责、加强培训 ,使他们掌握贷款工作中

必要技能 ,努力为申贷学生做好服务工作 ;五是要认

真做好国家助学贷款采集系统数据的录入工作 ,强

化国家助学贷款的贷后管理工作 ,使这项工作进一

步科学化、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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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s Analysis and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in the

Issuing of and Application for National Student Loans

L I Ke2ming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Maanshan Anhui 243002 , China)

Abstract : National student loans are an important form of the government’s effort to apply financial means to support education and assist poverty2

stricken college students to finish their college education1 It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 since its implementation six years ago1 But now it gets in2

to a situation that both its issuing and application are facing difficulties1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n economics 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controversy in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of national student loans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solu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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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addresses evolution process of networks from emerging to early growth stage in three dimensions1 Based on both cohesive and

sparse networks points , the paper propose dynamic research method can be used to coordinate the seemingly inconsistent these two ideas1 That will en2

lighten the researcher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mechanism of the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and the process1

Key words : entrepreneurship ;firm network ;structure 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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