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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机械工程专业的工学学士、教育管理专业的教育学硕士、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工学博士
（1997年该专业属工学类）。
尽管研究领域上颇有“杂交”和“横跨”的特色，但无论如何也“跨”不到教育经济领域中去。
给我机会、领我进入教育经济研究领域的是世界著名的高等教育经济与财政专家、成本分担理论的提
出者、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总校前校长、曾任美国公立大学校长协会主席的D.Bruce Johnstone教授。
1996年，他成为我的导师朱九思教授的合作伙伴，一位导师在中国的武汉，一位导师在美国的水牛城
，共同指导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
　　尽管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发展和联邦政府的科技政策”，但
在Johnstone教授身边，在教室里、会议上、谈话中，我几乎时时刻刻被教育经济、成本分担、学生贷
款的词汇、句子、材料所包围着，我被浸染着、潜移默化着。
365天，到回国时，我竟然可以比较“有深度地”谈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话题了。
而那时，正是我国高等学校学费改革启动之时。
也就是说，我从事成本分担理论的实践化——学费——的研究在我国高校实施学费政策之前，而我研
究学生资助，特别是学生贷款也在我国实施国家助学贷款之前。
那时，我在美国大学中调查其学费标准，学生们如何交学费，学生们得到的资助类型、数额和与其所
需要额度的差距。
　　1997年8月底回国后，我对我国学生资助现状十分着急。
我国于1997年9月1日高校收费全面并轨，人人都要交学费，同学校同专业的学生交同一额度学费，没
有了公费生与自费生的界限，也没有我们现在所称呼的“贫困生”字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生贷款的补贴>>

内容概要

学生贷款是一种具有公益性的金融产品，政府对其进行补贴是国际惯例。
自1999年国家助学贷款问世以来，中国学生贷款补贴的种类不断增加，规模日渐扩大，已形成一个错
综复杂的补贴体系，本书首次对这一补贴体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本书以中国学生贷款补贴的有效性为核心，对中国学生贷款补贴的内涵与外延、生成基础与评价标准
、形式与结构、有效性与变革途径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从而明确了中国学生贷款补贴的发展概貌，也
为明确和改进补贴成效提供了依据，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现实意义。
    本书运用教育资助理论和经济学价格理论，对中国学生贷款补贴进行了较为系统、严谨的介绍和分
析，并力求反映国内外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中国学生贷款补贴的发展脉络与现
状、问题与对策。
本书适于教育学专业的师生和研究者、学生资助工作者，以及广大关心学生资助工作的人士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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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9月生，江西南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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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高等教育收益具有明显的地区外溢性，且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称，因此，为避免加
重地方财政负担，理顺补贴权责关系，再贴息资金的支付和分配应由中央财政统筹安排。
同时，中央政府可根据区别补偿原则，按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发展状况有梯度地转移贴
息资金到地方，从而在再贴息规模上给予欠发达地区和弱势高校更多的倾斜，提升地方政府参与国家
助学贷款的积极性，使更多的贫困生得到帮助，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
　　第三，加大代偿力度。
代偿是除贴息之外的另一种显性直接补贴。
它可以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也使得贷款偿还更有保障。
因此，在对国家助学贷款进行再贴息的同时，可辅之以加大代偿力度。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的代偿人数和额度整体偏少，而且代偿对象也仅限于服务于中西部基层地区和部
队的学生。
相比之下，美国学生贷款的代偿政策充分考虑了各种国家和社会需求、公共服务等因素，比如为低收
入家庭子女服务的中小学全职教师、为残疾人早期治疗提供全职专业服务的工作、从事法律咨询和感
化的全职工作等。
因此，政府今后可依据社会需求，将从事某些社会公益性较强但个人收益较低，或比较艰苦和危险工
作的学生也纳入代偿范围，例如考古、地质、环保、社工、特殊教育等，从而扩大代偿资助面，进一
步减轻贫困生，尤其是特困生的还贷负担，降低贷款风险。
第三节 增强新补贴体系财政有效性的配套措施　　贴息资金的增加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
从长远看，利率管制放开后，助学贷款的贴息规模将取决于助学贷款的利率水平，即利率越低，贴息
越少。
而贷款利率水平又与贷款风险挂钩。
因此，只要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助学贷款的风险防范机制，就可以达到降低贷款利率，减少补贴资金
投入的目的。
此时，国家助学贷款将以高效低耗的方式运行，新补贴体系也会更有财政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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