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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校存在着大学生助学贷款难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大学生信用的缺失，因此必须对

大学生加强信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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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从 ’,,, 年 , 月起在高等学校开展了助

学贷款工作，给相当一部分经济困难的大学生提

供了学习和生活的必要经费，帮助他们顺利地完

成了大学学业，受到了广大贫困生的欢迎。然而，

几年的实践下来，我们发现仍然有一定数量的贫

困学生不能顺利申请到此项贷款，究其原因，主要

还是银行业对大学生的还贷信用存在担忧。

一、当前大学生的信用状况

据统计，截至 !##’ 年 & 月，全国高校已签订

国家助学贷款合同的学生人数占申请者的比例为

!’ -&.，其中地方高校仅有 ’/ - !.的申请者获贷

款，即便是在上海、江苏等地区，这一比例也不到

+#.［’］。在众多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大学生中，

确实有部分学生不符合申请贷款的条件，但银行

业对大学生的还贷信用存在担忧，普遍认为助学

贷款风险较大，其“惧贷”、“拒贷”现象才是导致国

家助学贷款办理成功率低的主要原因。

信用助学贷款是由国家财政贴息、不用经济

担保，由商业银行操作的一项带有政策性的个人

信用贷款。作为高校解困助学的主导形式，其最

大的特点是不需要担保人也即学生自我担保。这

给了受教育者极大的方便，但银行方面却提出了

担忧，他们认为，让学生自我担保，从某种意义上

说，就是没有担保。

对一些学生而言，他们认为整个社会的信用

体系还未建立，一次性不还贷不会给自己今后的

生活造成任何负面影响，有近 $#.的大学生认为

学生时代的个人信用是无关紧要的。这种缺乏诚

信的思想导致部分大学生在签订了助学贷款合同

后，将所得的这笔钱不用在学习生活上，或用于吃

喝玩乐，或用于高风险的经商活动，甚至还有少数

人故意恶意逃避还贷义务。

据某高校调查报告，’,,, 年开展助学贷款工

作以来，毕业生按期还贷率低于 +#.。这一结果

不能不让我们对学生的信用危机深感担忧，一方

面我们要建立、健全助学贷款信息系统、全国性的

个人信用信息系统，加强立法，从体制上、法制上

提高个人信用的实际价值；另一方面我们要大力

加强对大学生的信用教育、诚信教育，全面提高大

学生思想道德素质。

二、加强信用教育的必要性

’、讲求信用是大学生立德之本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博大精深，“信”作为中国

传统伦理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即已形成，与仁、义、

礼、智并列，成为中华民族公认的道德准则，在社

会发展的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

信用乃大学生立德之本。作为一名 !’ 世纪

的大学生，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

族的光荣传统美德。我们应将诚实守信作为自己

的立德之本。

!、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

信用是一种良好的、有利于个人和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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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为习惯，信用经济的形成来源于市场交易。

可以说，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生命线。据统

计，在发达国家，企业间的信用支付方式已占到

!"#以上。在美国，每个有经济活动的人都有一

个社会保障号码，申请工作、支取工资、租房、买

房、购物，甚至连学车，使用的都只是一个号码。

通过这个号码，个人可以享受便捷的金融服务，政

府可以查到户主的每一笔收入、纳税和借贷情况，

个人资信情况与整个社会紧密地联成一个网络。

当前，我们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谓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配置，通过平

等竞争、等价交换、诚实劳动、信守契约、合法经营

来提高效益、发展生产。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建设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道德经济、信

用经济的建设，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

就不能健康发展。

$、信用体制是经济全球化的道德基础

经济全球化、科技全球化把道德教育扩展到

国际范围。全球化规则本质上是建立在信用基础

上的。在国际竞争中，没有信用，就没有竞争的资

格。世界贸易是诚实信用的经济，是道德的经济，

而不是投机倒把或假冒伪劣充斥的经济。作为

%& 世纪的大学生，担负着建设祖国的伟大历史使

命，所以对他们在踏上工作岗位之前加强信用教

育显得尤为重要。

三、如何加强信用教育

高校可以把学生的信用教育、法制教育作为

当代大学生的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大学

生思想道德教育和毕业教育体系。

&、要加强信用道德传统教育。人格道德素质

的养成，将伴随人的一生。大学阶段正是人生观、

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定型期。中国传统文化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

宝。中华民族有着许多优良的道德传统，如，我国

古代思想家孔子、孟子等对诚信美德的论述，对我

们的生活仍具有重要意义，时代需要我们去继承

和发扬光大，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伦理道

德规范，从而有助于全社会信用机制的建立。

%、要加强贷款信用知识教育。必须加强对大

学生的金融知识教育，这主要包括：国家助学贷款

的用途；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条件；申请国家助学

贷款成功后所享有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借贷的数

额、还贷的期限、借贷人毕业时有关情况发生变动

时的还贷方式以及还贷情况的信用登记档案等事

项；什么是信用，信用的作用以及怎样维护自己的

信用；不良信用行为的表现形式等。对大学生来

说，这些知识或许很浅显，但因不了解贷款信用知

识而失信的大学生仍大有人在。因此，加强大学

生的贷款信用知识教育，让每一位学生知道，个人

信用是无形资产，不管是在校学习期间还是以后

走入社会，珍惜个人信用历史，保持良好信誉，对

自己走向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加强信用法治观念教育。目前，有关部门

正在考虑建立学生借款信用档案，并制定对贷款

违约学生的处罚、监管、追债责任制度，对不讲信

用的借款学生的姓名、身份证以及违约行为予以

曝光，并依据情节采取法律手段加以制裁。随着

国家助学贷款工作的深入开展，社会的不断进步，

有关信用的法律、法规将逐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

信息系统和全国性个人信用体系将建立和完善，

不守信用的人将会受到法律的惩处。因此，对广

大学生加强信用法治观念教育就显得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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