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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助学贷款大学生诚信缺失问题的思考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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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国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帮扶力度不断加大，通过奖、贷、助、补、减等形式深入开展家庭经济困
难大学生的资助工作，更好地促进了教育公平。面广量大的助学贷款政策的落实，带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使大学生的

诚信教育陷入现实与理想的双重困境。贷款大学生按时还本付息是高校助学工作持续开展的保障，目前，大学生在助学

贷款各环节中体现出来的失信行为让人堪忧。深入剖析贷款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现状、问题的成因、探求诚信教育的可行

性途径正成为当前社会科学各领域研究的一个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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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助学贷款是由国家财政贴息的信用贷款，旨在帮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完成学业，不

让一个贫困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体现了国家对贫困大学生的关心关爱，为他们提供了平等接受

高等教育的机会。２０１５年７月８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其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言，要求
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大力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高校学生完成学业，促进教育公平，为贫困学子提供

更多的发展机会。

１　贷款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现状
自１９９９年我国开始在高校试行助学贷款工作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历经多次调整和改革，政

策、流程不断完善。贷款申请程序简化、发放金额提高、贷款期限延长，政策不断走向人性化和合理化。

伴随助学贷款的宽覆盖，大学生在贷款申请、偿还中体现出来的失信行为时有发生。贷款学生的诚信缺

失主要体现在：

一是个别学生存在申请材料弄虚作假现象，非贫困家庭的学生申请助学贷款，因个别地方审批机构

审核不严，高校也无法逐个核实学生的具体情况，个别并不困难的家庭，也申请到助学贷款。个别学生

甚至伪造父母签字，在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同时，仍从父母手中获得学费及生活费，在学校挥霍浪费，抽

烟、酗酒、沉迷网络游戏、旷课等常有发生，待学校催收贷款偿还时，竟然还存在父母对子女贷款不知情

的情况。导致助学贷款的资源浪费，偿还压力大。

二是存在过分依赖、缺乏积极的应对行为，部分大学生通过助学贷款解决了学费、住宿费的问题，再

通过有关手续和程序申请到２０００元至４０００元不等的国家助学金，这两项国家资助款解决了学生短期
的经济困难问题，但也助长了个别学生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消极生活态度。网络游戏、电子小说、旷

课、考试舞弊、作业及论文抄袭的贫困大学生也不乏其人，占用国家提供的有限资源，缺乏对国家、社会、

学校及父母的感恩诚信意识，缺乏吃苦耐劳、锐意进取的奋斗精神，缺乏责任感和勇于担当的精神，有损

大学生阳光向上、自强不息的良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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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有的贷款大学生毕业后甚至“失联”，毕业后不在贷款系统中更新联系方式或者主动与老师联

系，还款意识淡薄，还款主动性缺乏，处于“失联”状态学校无法督促其按时还款。有的学生在学校多次

提醒其还款的情况下，以各种理由拖延甚至拒绝还款。这两类学生在还款上的失信行为不仅抹黑了个

人的诚信记录，也给高校贷款的催收工作带来很大压力，银行继续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受挫，贷款金额缩

水。２００９年以来，甚至有１００余所高校因违约率高被银行暂停发放助学贷款，使后来的贫困大学生无
法按时获得助学贷款，也给高校的招生、就业、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带来负面影响。这类贷款大学生在

偿还助学贷款中表现出的诚信缺失现状使高校诚信教育压力倍增。

２　贷款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大学生在助学贷款中出现的种种不诚信行为，是各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社会转型期传统的价值观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由物质匮乏导致的信仰危机，又转化为物欲

诱惑之下的精神价值的丧失，许多人处于沉溺于物质享受而漠视精神价值的生存状态之中［１］。贪污受

贿、食品药品安全危机、假冒伪劣、“校园贷”等现象时有发生，无规则的趋利避害造就了当代人的浮躁

心理及急功近利，尔虞我诈的恶习已蔓延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以至形成整个失信的社会风气［２］。大学

生阅历浅，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对各种不良思潮缺乏免疫力，对于是否要坚持传统的诚信道德观感到

茫然与困惑，甚至少数大学生对信仰缺失、道德失范不以为耻，唯利是图。

其次，目前高校的教育环境也影响大学生诚信意识的培养，“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

至善”，高校是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在这个思想教育的前沿阵地，如今也不再圣洁，高校教师屡屡

被曝光的学术造假、贪污受贿、公款吃喝等师德失范现象也时有出现。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为

人师表者尚不能洁身自好，不能将诚实守信首先落实到自身行为上，又怎么能以德垂范，教育学生诚信

为人。

再次，家庭环境和学生自身的素质也是影响学生诚信道德观形成的重要原因。目前大学生的主体

是１９９５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不少人具有独生子女、留守儿童、离异家庭的孩子的特殊身份，隔代教养、
寄养的弊端凸显，少数大学生成长各阶段的诚信教育缺位，凡事好以自我为中心，感恩、诚信观念淡薄，

自律能力差，缺乏“吾日三省”的责任与担当，诚信待人、常怀感恩之心的道德素养欠缺。加上受我国多

年以来应试教育的影响，许多家长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重视智力投资而忽视德育教育，甚至有的家

长自已也不讲诚信，在日常生活中起到的是反面的示范作用，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学生，容易习得不

诚信的行为。

３　加强贷款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可行性途径分析
大学生在助学贷款中暴露出来的失信行为，不利于大学生的个人进步，更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培育与践行，对个人和社会都将产生极大危害，成为社会转型期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长远来看，必

将影响我国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从现实出发，加强大学生的诚信道德培养显得刻不

容缓。

一要营造“诚实守信”的社会风气，强化家庭教育的熏陶作用。父母的一言一行都对孩子有着潜移

默化的影响，是青少年早期道德的模仿和习得对象，父母应该做到言传身教，道德高尚。社会应该主导

诚信之风，通过道德约束、法律制裁、舆论媒体引导等途径及时惩处不诚信行为，表彰诚信典型，使不诚

信个人、企业寸步难行，使诚信成为公民自觉践行的道德底线。

二要加强高校教师队伍自身的诚信道德建设。“才为德之资，德为才之帅”，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尤其将师德师风建设提到了新的高度。他强调，要坚持把立德树人

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要坚持不懈培育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

者。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中，着重提出了“以德树人，培养又红又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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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要求。德育教育也是我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宋学者程颢有言，“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南宋朱熹

曾说“诚其意者，自修之首也”，强调了教育工作者应该具备诚信的基本职业道德操守。作为“传道授业

解惑”的师者，在教学、科研、为人处世各方面更应该遵守我国公民“明礼诚信”的基本道德规范，“以德

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高校教师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情操，将诚信首先

落实到自身的教育行为上，率先垂范，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３］。

三要加强征信管理，建立失信惩罚机制，增大大学生的失信成本，从制度层面促进大学生自觉遵守

诚信［４］。近几年，有大量助学贷款进入还贷期，从各省的统计数据来看，因各种原因导致的收款难、违

约率高的问题居高不下，２００２年北京市高校贷款违约率达１０％、２００３年达３０％，２００４年《中国教育报》
报道广东省高校的贷款违约率达２０％［３］。就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银行在承担一定的风险之外，高校

承担了实际操作中的较大压力，个别银行甚至到年底贷款催收阶段，对于未按时还款的学生，采取大学

生所在高校先行垫付的方式，将压力转移给高校，通过高校从事学生工作的老师不断做学生的思想工

作，促使其还款。单纯的思想教育工作对恶意欠款类的学生难免是徒劳和苍白无力，必须由相关部门通

过法制的手段强制执行，让失信的贷款学生为自己的失信行为付出巨大代价。

四要提升德育教育的功能，将诚信教育作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融入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和

日常管理工作的各个环节，通过新生入学教育、大学生思想修养和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就业创业指

导、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理论课的学习，引导学生树立诚信的道德观，在大学生人际交往，课堂学习、

考试考察、就业创业中坚持诚信为本，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校园诚信氛围。

五要注重典型教育和思想引导，发挥党员、入党积极份子、班团干部、优秀学生的模范作用，不定期

地邀请诚信典型个人做宣讲、播放诚信事迹的视频；利用学生大会、班团活动、校园网络、微信微博等平

台，围绕诚信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学生感兴趣的活动；将学生的诚信记录纳入评奖评优、推优入党考核

工作中；将诚信教育融入毕业生离校教育工作中，在学生离校前组织贷款毕业生学习《大学生诚信教育

读本》；组织从事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老师、毕业班班主任老师对贷款毕业生进行一对一的谈话谈心活

动，督促学生及时还贷；通过诚信讲座、橱窗海报、学校网站宣传等加强毕业生个人征信知识宣传，强调

违约对个人发展的严重影响。

助学贷款中反映的诚信问题正成为学术界探讨和研究的热门课题，广大的社会工作者、法律工作

者、经济工作者等将其作为一个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这是值得欣慰

的，必将为大学生的个人成才和社会诚信建设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少年强，则国强”“人而无信，不

知其可也”，作为受过优秀传统文化熏陶的特殊群体，大学生理应率先承担起守信自律的道德责任，成

为全社会的诚信表率，成为具备社会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建设生力军。社会应当营造“以诚信守

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正确荣辱观，提高政府公信力和反腐倡廉、弘扬诚实守信的正能量。大、

中、小学应当构建有效的诚信教育体系，将诚信教育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常规工作来落实，使

其长期化常态化。学生个人应该在制度和道德的双重约束下，使诚信既成为立身行事的外在表现，更成

为一种内在的道德自觉。将诚信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方方面面，是加强助学贷

款大学生诚实守信品质培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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