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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暋以华中农业大学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和有“三助暠岗位的贫困研究生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

对农林院校贫困研究生资助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和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有效解决农林院校贫困研究生

资助问题的对策:农林院校利用自己的优势资源对贫困研究生的家庭进行有效扶持;导师应该成为重要的资助

主体;国家助学贷款应该采用分类贴息制度和还款累加利息制度;资助标准应该考虑物价水平和贫困生的切实

需求;鼓励贫困研究生到基层挂职锻炼;对有心理障碍的贫困研究生进行人性化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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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农林院校的贫困研究生作为高层次的农林人才,
掌握了丰富的农林科技知识。他们一方面对“三农暠
问题具有深刻的认识,有改变目前农业增产困难、农
村发展滞后、农民增收乏力局面的强烈愿望,另一方

面在校期间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和沉重的科研负

担,心理状态很不稳定。对他们进行资助,使他们不

因经济问题而中断学业,不仅有利于贫困研究生群体

向更高的阶层流动,而且对解决“三农暠问题、维护整

个社会的稳定、和谐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然而,自1999年研究生扩招政策实施以来,农

林院校在校研究生数量平均每年以5%的速度急剧

递增,给高校贫困研究生资助体系带来了极大的冲

击。由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实施收费政策及研究生资

助政策的历史很短,有关贫困研究生资助方面的研

究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力度上仍显不足[1]。目前的研

究大都关注研究生资助问题的客观存在,较少考虑

资助对象特殊性的主观内在,对于不同类型院校学

生的差异化资助研究更显薄弱[2]。农林院校的贫困

研究生群体与其他的贫困生群体之间存在着显著差

异。基于此,本文以华中农业大学申请国家助学贷

款和有“三助暠岗位的贫困研究生为研究对象,采用

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贫困研究生资助存在的问题展开

调查,调查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92份,有效问卷

187份,有效率93.5%。

暋暋一、农林院校贫困研究生资助存在
的问题

暋暋1.研究生扩招对贫困研究生资助产生了强烈的

冲击

在竞争日趋白热化的高等教育市场,农林院校

为了扩大学校的影响力、获得稳定的发展空间、抢夺

更多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纷纷把建设成综合型、研
究型的大学作为发展目标[3]。然而,很多农林院校

对研究型大学的理解存在偏差,误以为只要在校研

究生的数量占学生总人数的比例达到了50%以上

就是研究型大学,盲目地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结果

每年的研究生录取分数线一降再降,招收的研究生

质量越来越差,部分学校办学资金紧张,而需要资助

的研究生数量越来越多,每个贫困研究生得到的资

助金额越来越少,根本无法满足在校的日常生活

需要。

2.专业硕士的比例增大,加大了高校资助工作

压力

为了提高研究生培养的社会适应性和竞争力,
教育部制定了“分列招生计划、分类报名考试、分别

确定录取标准暠的原则,鼓励高校培养更多的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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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研究生[4]。华中农业大学自2010年起,除招收学

术型研究生外,还招收了工程硕士、工商管理硕士、
农业推广硕士、兽医硕士、风景园林硕士、社会工作

硕士等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2010年,华中农业

大学共招收1749名研究生,其中专业学位研究生

316名,占18.07%。据了解,学校在今后还将继续

扩大专业硕士的招生规模。农林院校的科研方向紧

密联系“三农暠,招收的专业硕士生也多半来自农村,
具有解决“三农暠问题的意愿。为解决好“三农暠问题

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极力支持农林院校招

收更多的专业硕士研究生。招收的专业硕士生

80%以上是自费,随着专业硕士的比例越来越大,需
要资助的面也越来越大,给高校贫困研究生资助工

作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3.银行向农林院校贫困研究生提供助学贷款的

意愿不强烈

高校追求的是社会收益最大化,而带有企业性质

的银行追求的却是利润最大化。银行在向贫困学生

提供助学贷款时,会从多方面进行风险考量。农林院

校的贫困研究生大多来自农村,家庭收入低,无法承

担研究生在校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2010年我国农

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为5919元,而1名研究生在校期

间1年的花费大概在15000元,3个农村劳动力才能

养活1名研究生,而大多数家庭只能提供1.5个劳动

力[5]。如果从农村家庭收入里扣除供养老人等支出,
可用来支付研究生学杂费的收入微乎其微,大多数农

村家庭只能靠国家助学贷款来帮助孩子完成研究生

学业,但是借到助学贷款后,完全靠农村家庭的收入

来偿还国家助学贷款基本上是不可能。
农林院校的贫困研究生大多数在本科阶段已经

申请过助学贷款,而且本科期间的助学贷款多半还没

有偿还完。在对华中农业大学的贫困研究生进行抽

样调查时发现,64%的学生本科阶段申请过国家助学

贷款,在申请过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中,82%的学生

本科阶段借的国家助学贷款还没有偿还完。银行会

根据各个学校还款的情况来调整对各个学校贷款的

总额,因此,银行不愿意向农林院校的贫困研究生群

体提供太多的助学贷款。
农林院校的研究生毕业后的收入并不是太高,

偿还国家助学贷款需要很长的时间。就业后的收入

不高,已经成为农林院校的部分贫困研究生放弃申

请助学贷款的重要原因。一位姓李的同学在访谈中

说:“研究生毕业时基本上都已经二十五六岁了,一

毕业就面临着结婚、生孩子、买房子等等事情,而农

林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的月工资一般在4000元左

右,只能维持最基本地生活开支,根本不可能在短时

间内将国家助学贷款完全偿还完,国家助学贷款拖

的时间越长,需要偿还的利息越高,所以我不打算申

请国家助学贷款暠。农林院校研究生普遍就业收入

不高,客观上增大了还款难度。

4.“三助暠岗位对贫困研究生的资助能力有限

助教、助管、助研作为有偿资助的重要途径,既
可以缓解贫困研究生生活的窘迫现状,又可以提高

贫困研究生的实践能力。但是“三助暠岗位在招聘时

虽然名义上提出优先照顾贫困生,在操作过程中往

往选择的是那些最适合岗位的学生,而不是那些最

需要岗位的学生。农林院校的贫困研究生多半来自

农村,由于从小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局限,交际能

力差,电脑和英语水平低,在和其他同学竞争“三助暠
岗位时,处于先天的弱势地位。

5.部分贫困研究生不愿意接受资助

贫困研究生的心理状态分为3种:乐观自信上进

型、自卑积极奋斗型,悲观自暴自弃型[6]。在问卷调

查中发现,有6%的贫困研究生属于悲观自暴自弃

型,这部分学生害怕与人交流,学习失去动力,为了维

护脆弱的自尊心,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农林院校

的贫困研究生80%以上来自农村,父母的受教育水

平不高,不会对孩子的心理障碍进行及时的疏导,而
高校的心理咨询工作力度不大,方式过于单一,造成

农林院校的贫困研究生心理障碍越积越大,不能积极

乐观地面对困难,对于各种资助途径显得很冷漠,害
怕别人的同情,由于他们对资助的抵触和资助的非强

迫性,有限的资助资源并没有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暋暋二、有效解决农林院校贫困研究生
资助问题的对策

暋暋1.对贫困研究生的家庭进行扶持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暠,改变传统的资助模

式,提高贫困研究生家庭“自主造血暠功能,对于彻底

地解决贫困研究生资助面窄、资助力度小等问题具

有决定性的意义。传统的资助模式将资助对象局限

在贫困生本人身上,只是强调把更多的钱、更多的岗

位提供给那些确实需要帮助的学生,忽视了贫困生

之所以贫困很大程度上是由其家庭贫困造成的[7]。
农林院校的贫困研究生大多来自农村,而农林院校

在解决“三农暠问题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再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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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院校的贫困研究生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农林

院校、贫困研究生以及他们的家庭三者之间联合起

来,可以实现贫困研究生家庭的脱贫致富,从而彻底

解决贫困研究生的经济问题。农林院校在这个过程

中,一方面可以缓解贫困研究生资助经费紧缺的局

面,另一方面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农村的现状,将自己

的科研和农村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贫困研究生在

这个过程中,可以将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提
高动手能力。贫困研究生家庭在这个过程中,不光

自己富裕了起来,通过示范作用,也能带动周围的农

民家庭一起致富。

2.导师应该成为贫困研究生的重要资助主体

高校教师在职称评定时,会将教师带的研究生

数量以及质量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而且招收了研

究生的教师在工资福利等方面也比一般的教师要

高,导师从研究生身上获取了一定的收益,理应对贫

困研究生尽一份责任[8]。华中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导

师每个月最少会给自己所带研究生150元的生活补

贴,据调查92%的导师每个月都能毫无保留地按时

发放,5%的导师每个月发放给学生的补贴高于150
元。贫困研究生普遍反映导师每个月发放的生活补

贴已经成为了他们维持日常生活开支的重要经济来

源。针对那些特别贫困、交不起学费的研究生,学校

还规定只要导师愿意做担保人,可以延缓其缴纳学

费的时间。导师与学生是利益共同体,导师资助学

生,使学生没有后顾之忧,能够潜下心来从事学术研

究,发表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也能够提高导师的声

誉,所以大多数导师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资助

所带的贫困研究生。

3.国家助学贷款应该采用分类贴息制度和还款

累加利息制度

将贫困研究生群体的贫困程度划分等级,对那

些特别贫困的研究生群体,政府财政部门可以对国

家助学贷款实行贴息至还款结束;对那些比较贫困

的研究生群体,可以进行部分贴息,如在校期间进行

贴息,学生毕业后就不再贴息;对那些不太贫困的研

究生群体,可以不贴息,但是政府要规定国家助学贷

款的最高利率。采用分类贴息制度,可以减轻政府

的财政负担,把更多的资助经费用在那些特别贫困

的研究生群体上。
在国家助学贷款最高利息范围和最长还款期间

内,贫困研究生还款时间越长,利息越高。采用还款

累加利息制度,可以敦促贫困研究生尽快偿还完所

借的国家助学贷款。同时这种制度降低了银行提供

助学贷款的风险,增加了银行贷款的意愿,从而可以

使更多的贫困研究生顺利申请到贷款,甚至部分银

行愿意提高向每名贫困研究生贷款的金额。目前,
国家助学贷款的最高金额为每名学生每年6000
元,而每名研究生每年的花费远远不止这么多,如果

银行愿意提高贷款金额,将可以改善这一不利局面。

4.资助标准应该考虑物价水平和贫困生的切实

需求

贫困研究生的学费和住宿费虽然基本上维持不

变,但是生活费用却会随着物价水平的波动而波动。

2010年我国CPI连续几个月维持在6%以上,而对

贫困研究生的资助标准却没有同比例上涨,造成部

分贫困研究生生活越来越困难。在调查中,有87%
的贫困研究生认为物价的上涨已经影响到了他们在

校期间的生活状况。
在对贫困研究生的资助过程中,往往忽视了贫

困研究生的切实需求。一位姓吴的同学在访谈时说

道:“手机和电脑是研究生沟通、学习的必需品,而在

确定贫困研究生的资格时,那些拥有手机和电脑的

研究生往往被排除在外。暠对贫困研究生进行资助必

须充分考虑他们的切实需求,根据他们的切实需求

来确定资助的标准。

5.鼓励贫困研究生到基层挂职锻炼

华中农业大学每年都会派部分研究生去黄冈、
温州等地进行挂职锻炼,在选拔时重点考虑那些贫

困研究生。贫困研究生在挂职锻炼期间每月有固定

的工资,在满足自己日常开销外,还可以储蓄几百

元。通过挂职锻炼,贫困研究生解决了生活问题,而
且还可以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取得丰硕的学术成

果。部分贫困研究生在挂职锻炼期间表现突出,挂
职锻炼一结束,就有单位和他们签订了就业协议,实
现了就业,大大降低了找工作的成本。

6.对有心理障碍的贫困研究生进行人性化关怀

为了及时地对有心理障碍的学生进行干预,各
个高校均建有自己的心理咨询室,但是每年到心理

咨询室的访问人数特别少。贫困研究生不愿意把自

己的困难状况诉诸他人,害怕自尊心受到伤害。在

调查中发现,有57%的贫困研究生觉得自己的生活

压力特别大,其中绝大多数的贫困研究生表示不愿

意随便把自己的困难状况告诉他人。
高校设立的心理咨询室的作用非常有限,过于

直接的心理干预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高校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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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研究生进行心理干预时,应该多采用间接的、人
性化的方式,如秘密地召集贫困研究生同宿舍的室

友和班级的一些同学,让他们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

对贫困研究生多加照顾[9]。还可以举办一些球赛,
让这些有心理障碍的同学也一起参与进来,使他们

感觉到自己不是孤立无助的个体。

暋暋三、结暋语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制定出针对农林院校贫

困研究生群体的资助政策,对农林院校贫困研究生

的资助还是围绕着“奖、勤、贷、补、减暠展开,而农林

院校的贫困研究生群体与其他的贫困生群体之间还

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政府、银行、高校等资助主体

却很少考虑到这些差异性。本文在对农林院校的贫

困研究生群体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并提出

了一些对策,以期望更多的人来关注农林院校贫困

研究生资助问题,逐步改善农林院校贫困研究生群

体的窘迫处境,使他们顺利完成学业,为解决“三农暠
问题、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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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FinancialAidforPoverty灢strickenGraduateStudents
inAgriculturalColleges:StatusQuoandCountermeasures

———ACaseStudyi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

TAOPeng,YANGXiu灢qin,TIANXue灢zhen
(ResearchInstituteofHigherEducatio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暋Basedoninvestigationsonpoverty灢strickengraduatestudentswhohaveappliedforthe
NationalStudentLoanandhave“3灢Assistant暠jobsin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thispaperuses
questionnairetosurveyandananlyzeproblemsinfinanciallyaidingpoverty灢strickengraduatestudentsin
agriculturalcolleges.Asaresult,thispaperproposesthefollowingcountermeasuresonhowtoworkout
theaboveproblems:agriculturalcollegesshouldeffectivelysupportthepoorgraduatestudents暞family;

students暞advisorsshouldbecomethemainsubjectforthefinancialaid;theNationalStudentLoan
shouldadopttheclassifiedinterestsubsidysystemandaccumulatedpaymentinterestsystem;thefinan灢
cialaidstandardshouldtakethepricelevelandpracticaldemandsofpoorstudentsintoconsideration;

poorgraduatestudentsshouldbeencouragedtotakeatemporarypostatgrass灢rootsunitsandfinallyhu灢
mancareshouldbegiventothepoorgraduatestudentswithpsychologicaldisorders.

Keywords暋financialaid;poverty灢strickengraduatestudents;agriculturalcolleges;studentloans;

part灢time灢workandpart灢time灢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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