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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9年以来，助学贷款在中国已实施近8年，其成就与问题并存。
突出的成就是帮助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顺利进入高等学校并成功完成学业，而突出的问题是贷款偿还
不畅，这一问题影响到学生贷款的持续发展，给研究人员、政策决策和实施人员都带来难题。
　　尽管学生贷款已在世界上70多个国家实施，并成为其中许多国家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主要方式，
但其偿还仍是不少国家面临的难题。
因而可以说，学生贷款偿还问题对多国高等教育财政系统提出了挑战，也给研究人员留下了探索的空
间。
特别在发展中国家，毕业生收入的不确定性和税收制度的不够完善，更增加了学生贷款偿还的难度。
我国的国家助学贷款就是一个例子。
　　我曾在1996年至1997年间得到中国政府留学项目资助（出国留学基金委留学资助项目的前身）在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进行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一年，指导教授是纽约州立大学总校前校长、著
名的高等教育政策和财政研究专家、“成本分担”理论的提出者布鲁斯?约翰斯通（D.Bruce Johnstone
）教授。
无论是在他的课堂教学、学术研讨还是日常谈话中，学生资助都是主题，而时值中国高等学校实施学
费政策（1997年秋季）之前。
也就是说，1996年，由于约翰斯通教授的学术影响和人格魅力，也由于中国高校学费政策的实施和高
校贫困生问题的凸显，我开始了致力于学生资助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对学生贷款政策在世界多国实施
状况的了解，对中国高校将在收费背景下实行学生贷款的可行性的提前探讨。
1997年秋季回国之后，我便开始指导我的研究生们在国内较早地开展了学生资助、特别是学生贷款问
题的研究，并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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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助学贷款实施8年来，已成为中国高校学生资助体系中覆盖面最广、资助力度最强、最有利于帮
助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一项政策。

然而，随着国家助学贷款的还款违约和拖欠现象的凸显，严重影响了助学贷款的可持续发展。
因而，对学生贷款偿还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学生贷款的偿还问题是世界各国政策决策者与研究者关注的难点之一。
在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实施较晚，还款方式相对单一，不利于助学贷款政策的持续运行。
本研究以毕业生个人收益的差异性为研究基点，通过实践调查与国际比较，对学生贷款偿还的债务负
担、贷款偿还和回收效率、还款拖欠进行了分析，设计了国家助学贷款多元化和可操作的偿还模型。

另外，还分析了学生贷款的还款减免与代偿机制。

 本书除了第一章绪论外，主要内容如下。

第二章是高等教育个人成本与收益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以与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相关的人力资本理论为基本理论依据，通过对国内外有关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
研究的阐述，计算了我国获得助学贷款者的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并发现，借款学生群体与没有获得
助学贷款的学生群体相比具有较高的个人收益率。
本文的进一步研究还得出，在获得助学贷款的群体中，还款政策的不同也会引起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
的变化。
2004年国家助学贷款“新政策”延长还款期限后，对提高借款者的高等教育个人收益率有明显的作用
。

第三章以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理论为基础，首先比较了世界上两种常用还款方式的特征和利弊；然后分
析了国际上衡量学生债务负担的方法和标准；最后对我国国家助学贷款“新、老政策”(以2004年为
界)的还款负担率分别作了估算并进行了比较，具体分析了影响还款负担率的因素。
研究发现，即使在“新政策”还款期限延长的情况下，毕业生的还款负担率仍然普遍高于国际标准。

第四章在研究了学生贷款的偿还和回收效率的相关概念和计算方法的基础上，首先对学生贷款偿还率
和回收率的国际比较文献进行了综述；然后将第一作者收集的39个国家和地区的44个学生贷款方案进
行了偿还率、回收率和相对效率指数的计算，并将计算结果按各国的收入水平和所在的大洲进行了分
类和比较；最后，运用相同的方法对我国“新、老政策”下的国家助学贷款的偿还率、回收率和相对
效率指数作了计算和比较分析。

第五章，首先介绍了美国和加拿大在学生贷款运行中所采取的防止还款拖欠的措施以及成功经验；然
后，梳理了中国国家助学贷款的政策文本，并发现我国的助学贷款政策缺乏持续性，呈现多变态势；
最后，通过调查，了解学生对国家助学贷款合同文本的熟悉程度，并对可能引起还款拖欠的十个因素
进行重要性排序，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对国家助学贷款可能发生还款拖欠的“高危人群”进行了预测
，以探究可能造成学生还款拖欠的深层原因。

第六章是国家助学贷款多元化偿还模型设计。
主要运用了单因素方差分析，验证了不同地区、工作单位性质、行业和工作类型对毕业生个人收入差
异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地，本书将毕业生收入分成低、中、高三个等级，运用定序回归分析，详细分
析了造成不同收入等级的地区、单位和行业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同时，以还款负担率不超过10％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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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设计了定额分期偿还贷款的还款模型。
结合前面有关收入差异研究中的结论，通过个案研究，对不同收入等级的还款者，“量身定做”了不
同的偿还模型，并特别确定了各自合理的还款时间。
值得强调的是，本章综合了“传统型分期偿还”和“按收入比例还款”两者的优点，设计了等比定额
分期偿还方式的还款模型，对不同收入等级的还款者制定了不同的还敖方案。

最后一章介绍了美国和加拿大在学生贷款还款减免和代偿资助方面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并对我国中央
政府和省政府设计的学生贷款还款减免和代偿资助政策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研究认为此项政策仍有许多环节需要进一步完善，并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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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具有普遍可获得性　　按收入比例还款型的学生贷款减少了对家庭经济收入进行调查的麻
烦，不必对申请者资格进行鉴定，使得贫困学生不会因为父母的经济状况、入学年龄等原因而不能获
得贷款，使学生贷款具有普遍可获得性。
　　（2）没有还款违约和拖欠的发生　　按收入比例还款型学生贷款，是根据毕业生未来的预期收
入按一定比例偿还贷款，并且只有收入超过了最低的收入标准，才开始还款，甚至一些国家到了一定
年龄后可以免除还款。
这样不会发生还款违约与拖欠，这是按收入比例还款型学生贷款的最大优势，也不会对借款者的信用
名誉造成不良影响，还不会形成拖欠的心理负担，避免了贷款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产生。
　　（3）通过有效的管理机构快速地收回贷款本金　　按收入比例还款是按收入的高低来决定还款
的数额的，因此收入高的人可以在短期内很快还清贷款，加快了贷款的回收速度。
同时，政府授权税收、养老保险等相关部门从个人收入中直接扣除还款，节约了管理成本，提高了还
款效率。
　　3.按收入比例还款型学生贷款的弊端　　（1）对个人收入长期又精确的认定很难　　确定个人的
收入，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在缺乏有效的收入申报和税收机制的条件下，是一项困难的工作；同时
，在确定还款者的收入比例时，用何种收入作为标准，是税前还是税后收入都难以定量。
另外，按收入比例还款对低收入者而言，还款的期限通常会在20年左右，要对一个人的几十年甚至终
身的收入进行跟踪和计算，以确定借贷者的还款数额，这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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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生贷款的偿还》应用了教育经济学、教育财政学的理论与方法，专门研究了政府、高校、金
融机构、学生家长和学生共同关注的学生贷款及其偿还问题。
其主要读者为政策制定者、高校管理者、金融界人士、高校学生及其家长，并可作为高等学校教育经
济与管理专业、社会学专业本科生、硕士生与博士生、教师与研究人员的主要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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