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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今年新考入公办普通高等学校的贫困家庭学生能够顺利入学，日前教育部向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各高校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切实做好新生入学“绿色通道”工作，即对被录取入学、经济困难的

新生，一律先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再根据核实后的情况，分别采取措施予以资助。这不仅为家庭经济贫

困学生上大学解决了“入门”问题，而且对如何资助问题提出了要求，各个高校都要认真学习、积极落

实这个通知精神。 

近年来，不少高校，特别是一些地方高校学生缴纳学杂费积极性不高，导致学校因为办学经费不

足，影响正常教学等严重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学生交费积极性不高，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除了

家庭经济困难、贷款不能顺利进行等原因之外，其中不乏主观上攀比拖延交费、学费挪作他用的学生，

甚至存在少数学生恶意欠费现象。这些情况的存在，不仅给学校的学杂费收缴工作带来较大困难，而且

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许多高校为督促学生交费，制定采取了一些管理办法，包括交不上学杂费者不准考试、不记成绩、

不予注册、不发证书、不得评先评优等，这些制裁措施对督促学生交费，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效果

不很明显。通过调查了解到，造成以上情况的首要因素，是由于部分大学生的诚信意识缺失。解决欠费

问题，关键是要通过思想教育，提高大学生的诚信意识，进而提高依法交费的自觉性、主动性。 

诚信缺失，一方面表现在有的学生曲解国家有关政策，消极对待交费问题。高等教育收费上学已成

为一项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五十四条规定，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

学费。让接受高等教育者承担一部分教育成本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接受高等教育更有利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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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的工作环境和良好的待遇，所以，缴纳学费应成为大学生的自觉行为。体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国

家规定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享受受教育权利的同时，必须依法缴纳规定的学杂费。不少学生曲解国

家有关政策，忽视国家关于高校不能因为学生欠费原因让其辍学的规定，是建立在保护学生受教育权基

础之上的。有的学生甚至错误地认为，国家和学校为了帮助家庭生活困难学生完成学业设立的“绿色通

道”，实施的包括奖学金、学生贷款、勤工俭学、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政策，他们也应当拥有享

受的机会，而实际情况是，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较好，完全拥有交费能力或者拥有缴纳部分学费的能

力。不少学生无视上学缴费的义务，将从家中带来的学杂费用于买手机、手提电脑、校外租房、进出酒

店歌厅等高消费场所。 

诚信缺失，另一方面表现有的学生恶意欠费，有损大学生自身形象，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影响。在

不少地方性高校中，部分学生的欠费是因为诚信缺乏引起的，恶意欠费导致出现了一连串恶性循环：从

最初的学生领不到毕业证，到银行紧缩助学贷款，发展到学校被叫停助学贷款，更多后来的学生得不到

贷款；缴得起学费却不缴者，这一部分学生的出现加上贫困生的增多，使得很多高校因巨额学费欠费而

运转困难；大一新生的缴费情况一般都比较好，大二、大三学生欠费问题最为严重，大二以后，很多学

生发现贫困生不缴学费也照常上课，便来跟风不交费。但有的学生由于诚信意识淡漠，他们平时过着富

足的生活，但总是想方设法将自己“编入”家庭经济困难者的队伍，他们借家庭经济困难情况认定难的

机会，行剥夺真正经济困难者权益之实，有少数学生把学费存放银行赚取利息，有的把学费用于投资—

—爱占便宜等行为表现严重破坏了大学校园良好的学习氛围和校风校纪。 

诚信缺失，再一个方面表现真正贫困的学生得不到有效资助，经济问题促使心理问题加剧。大学生

诚信的缺失，导致助学贷款工作在不少地区和高校推进速度缓慢，间接影响了资助经济困难学生的力

度，造成了越是缺乏诚信越是贷不上款，越是贷款渠道不畅，越是欠费严重的恶性循环。调查显示，贫

困生除了经济困难外，还有三个方面的困难：一是学习上，由于他们大多来自贫困地区，在英语听力、

计算机等方面的基础相对较差；二是心理上，贫困学生中约80%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三是技能上，包

括生活技能，如习惯城市生活、建立人际关系等。贫困生的经济问题与学习、心理、技能等问题有着直

接关系，这几个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其中，经济问题解决的程度对学生的心理影响最大。一些高

校，学费收缴情况与各个系院、各个班主任的岗位目标和业绩挂钩，每个学年刚开学，不少班主任不可

缺少的工作就是催缴学费，有时还在班上“威胁”学生说不缴学费的不能听课、不能考试、可能被退

学，有的学校甚至将欠费学生名单张榜公布，等等，所有这些做法，都给贫困生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压

力，会加剧贫困生的心理负担。 

解决欠费问题，依法制定相应的规章是必要的，但重要的是要建立有利于学杂费收缴的长效机制。

在这个长效机制中，最关键的是要对学生采取有效的诚信教育。诚信是每一位大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道

德素质，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诚信教育，尽快提高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和自觉遵守诚信规则的自觉性，应

当成为高校的重中之重和当务之急。部分大学生诚信的缺乏而使欠费现象严重存在的现实，应当成为高

等教育本身应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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