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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postgraduate enrollment and the proportion of professional masters in China has been 

increasing, so as to the overall level of tui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tuition of postgraduates has also risen 

gradually, and countries have made efforts to increase financial aid. Under this new situation, various problems have 

been exposed that the current funding for master's students is not taken seriously, the six existing funding methods 

cannot meet actual needs and the source of funding is relatively single. In response to these problems, the funding for 

master's students can be placed in a more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future. Attracting private funds into the funding of 

master's students, and combining it with quality training, in addition, making policy-based student loans be the main 

means of funding for master's students. 10-point font. Do not cite references in the abstract. Please do not place or cite 

tables and figures in the abstract 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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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近年来我国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不断增加，专业硕士比重不断加大，学费水平整体提高，发达国家硕士研究生

学费也日渐上扬，各国加大了经济资助。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当前的硕士生资助存在着不受重视，现有的六种资

助手段不能满足实际需要，资助资金来源比较单一的问题，今后可以把硕士生资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吸引

民间资金进入硕士生资助，并和素质培养结合起来，同时政策性助学贷款应成为硕士生资助的主要手段。 

关键词：硕士研究生，资助，助学贷款，助学金 

1. 引言 

自从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90年代大学开始

大规模收取学费以来，对困难学生的资助就成为高等

教育的一个热点问题，受到教育研究界乃至全社会的

关注，在这方面形成了全面的、丰富的成果，为资助

政策的建立和改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支持。经过

数十年来的政策发展，我国大陆地区当前已经形成了

“奖、贷、助、勤、补、减”六个资助手段有机构成的

资助体系，涵盖了中职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

等多个层次的群体，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近年来，随

着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发展，学历贬值倾向不断增强，

硕士生日渐成为就业的中坚力量，从事着企业、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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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单位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在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中承担着重要的人力资本的支持作用，而当前

的硕士生资助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还存在着一些

不足，这阻碍了很多优秀但是家庭经济状况困难学生

的考研倾向，影响着人力资本顺利的积累，进而影响

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是有着一定的政策意义和社会效应的。  

2. 关键概念的界定 

本文提到的资助仅指经济资助，不涵盖其他方面

如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等领域的资助。本文提到的硕

士研究生仅指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硕士生），

不包括在职的硕士研究生，因为在职硕士生这部分群

体基本都有工作，有一定的经济收入，客观上对资助

的需求不大。本文也没有把博士研究生纳入研究范围，

因为博士研究生中全日制博士生基本全免学费，且针

对这个群体的国家助学金有较大提高，学校、学院和

导师也都有金额不等的一定资助；在职博士生基本都

有工作，有一定的经济收入，需要资助的迫切性不大，

因此整体而言博士生资助已经在较大程度上解决较

好，同时博士生相对硕士生人数较少，硕士生这个群

体规模更大，是整个研究生的主体，无论从招生、培

养和就业来看，对社会的辐射面也更广，更值得研究。 

3. 硕士生资助面临的新的国内和国际形势 

3.1. 硕士生资助面临的国内形势变化 

硕士生资助面临的国内形势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硕士生招生人数不断增加；二是硕士生招

生结构不断变化，学费水平整体上扬。 

近年来，随着大学本科毕业人数的不断增加，经

济下行压力增大，给本科生就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本科毕业生不太容易找到满意的工作，只好进一步深

造，这是硕士生人数不断攀升的“推”的因素，与此同

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进步，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求

也在不断提高，很多工作岗位本科生已经不能适任，

硕士生成了很多工作岗位的必要条件，这是硕士生人

数不断攀升的“拉”的因素，“推”和“拉”两方面的因素

导致硕士生报考和招生人数不断增加，2017年硕士生

招生人数为72.22万人，而在校硕士生人数已经达到

227.76万人，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比例的硕士生来自于

经济困难家庭，对硕士生资助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外，现行的硕士生按照培养目标不同主要分为

两大类，学术硕士和专业硕士，学术硕士未来还可以

就读博士，着眼于这个目标，其培养方向偏学术研究，

课程涵盖理论学习和研究方法；专业硕士则主要瞄准

就业，培养方向偏实务，注重校外实务界导师的作用。

学术硕士学费相对较低，一般在每年1-2万元左右，

而专业硕士的学费由于培养成本的原因，以及考虑到

未来收益较高，其学费定价是比较高的，以几种常见

的、报考较多的专业硕士为例，工商管理硕士（MBA）

学费一般在每年8-10万元左右，金融硕士学费一般在

每年3-8万元左右，会计硕士一般在每年2-7万左右，

法律硕士学费一般在每年1.5-3万元左右（根据学校地

理位置、学校档次、学科水平不同有一定差异），而

现在定位为解决硕士生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其每年

面向硕士生的贷款额度是12000元，这很大程度上满

足不了专业硕士的学费需求，客观上会降低考生的报

考意愿，影响人力资本的进一步积累，国外已有的研

究也验证了这一点，如收入水平的不同以及资助会影

响就学率。[1]  

3.2. 硕士生资助面临的国际形势变化 

硕士生资助面临的国际形势变化主要表现在：世

界主要国家纷纷提高（收取）学费，并加大了对硕士

生的资助。 

近年来，世界主要国家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纷

纷提高或开始收取高等教育阶段的学费。美国由于受

次贷危机的影响，各州政府财政压力加大，被迫减少

了对州所属公立大学的拨款，为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

州立大学只能提高学费来弥补办学经费的不足，尤其

是时间短、见效快、外国学生就读多的硕士项目，能

够给大学带来更快捷方便的资金补助，同时还不会很

大程度上激起本国学生的不满情绪，更是提高学费的

首要选择；与此同时，私立大学则由于金融危机的影

响，其大学所属基金会的投资贬值严重，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办学，同时公立大学提高学费的做法对其是个

刺激，树立了一个参照的模板，也纷纷提高了学费，

尤其是硕士生学费。英国这种早就开始收取大学学费

的欧洲海岛国家的学费水平也在不断上扬，以弥补政

府财政经费的不足，提高学费的举动甚至还激起了大

学生上街游行，以抗议不断上涨的大学学费，同样，

非欧盟的外国学生就读较多的硕士项目也是提高学

费的重灾区。法国和德国这种传统的、高等教育接近

免费的欧洲大陆国家近年来也有收取学费的倾向，

2018年11月法国宣布从2019年9月起，将会对在法国

公立院校留学的非欧盟学生提高注册费（类似学费），

本科生提高到每年2770欧元，硕士和博士生提高到每

年3770欧元，硕士生的学费提高幅度高达10倍之多，

未来对本国学生的收费是否提高还不明朗。 

大学学费的提高必然要求资助力度的加大，以安

抚学生的情绪和解决他们就读大学的经济需求，以美

国为例，其最主要的学生资助手段——助学贷款总量

不断攀升，迄今为止已经达到1.5万亿美元。法国在提

高学费的同时，也提出了增加资助手段的措施。 

4. 现有的硕士生资助手段已不能适应新形势

的要求 

4.1. 硕士生资助相对于博士生和本科生资助问
题更大 

本硕博三个阶段的资助体系中，全日制博士生（出

于培养质量的考虑，目前博士生招生对在职博士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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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很严，主要招收的是全日制博士生）基本上全免学

费，同时政府、学校和导师还给予一定的补助，用于

其生活费开支。本科生的学费普遍较低，基本维持在

每年3000-10000元的水平上，现行面向本科生的国家

助学贷款额度是每年8000元，大体上能够满足学费需

求，解决了这个最大的问题。针对本科生的国家助学

金每年2000-3000元，虽然存在着不能满足学生生活

费需求的问题，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硕士生这个群体中，专业学位硕士生没有可以足

够解决学费的资助手段，而专业学位硕士生占全部硕

士生的比重越来越大，2017年专业学位硕士生招生规

模已经超过学术硕士生，达到当年硕士生招生总数的

56%，未来这个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大。另外，无论是

专业学位硕士生，还是学术学位硕士生都没有可以足

够解决生活费的资助手段，国外也有研究涉及到贫困

生的生活费容易被资助忽略的问题。[2]而硕士生年龄

相对本科生已经不小，再继续向父母要钱已经不太合

适，因此很多硕士生在就学阶段出去打工赚取一定的

收入来支付生费费和弥补一定比例的学费，这在很大

程度上又影响了学业，使得很多导师对硕士生不满，

影响了师生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了硕士生的培养。 

4.2. 现有的六种资助手段不能满足硕士生的实
际需要 

现有的硕士生资助体系包括奖、贷、助、勤、补、

减六个方面。先来看奖学金方面，硕士生的国家奖学

金全国范围内只有3.5万名额，而2018年在校硕士生

234.17万人，能够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硕士生仅占硕士

生总数的1.5%左右，覆盖范围比较小。除了国家奖学

金之外，学校还有一部分面向硕士的奖学金，但覆盖

范围和额度也显然是不能满足绝大部分硕士生尤其

是专业学位硕士生的资助需求的。实际上，奖学金主

要是为了激励硕士生好好学习及投入学术研究，本身

也不是设计用来资助困难学生的。国家助学贷款方面，

硕士生只有每年12000元的助学贷款额度，如前文所

述，仅够覆盖学术硕士的学费，很难覆盖很多专业学

位硕士生的学费，而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专业硕士的招

生比重将会在整个硕士招生中越来越高。用来设计解

决生活费的助学金方面，额度明显不足，现行的规定

是全日制硕士生每年助学金为6000元，用于维持生活

支出，平均到每个月只有500元，在内陆省份的省会

城市都明显不足，更不用说沿海一线城市了，而有硕

士点的大学主要都位于省会城市及更繁华、物价水平

更高的沿海一线、二线城市。勤工助学目前规定每月

最多不超过40小时（以免影响学生的学习），每小时

实行不低于12元的标准，如果做足40小时的话每月可

获得约480元的资助，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少有做足40

个小时的，由于贫困生人数较多，勤工助学的机会和

资金需要平均分配给每个贫困生，使得大部分贫困生

的勤工助学时间达不到每月40小时，对于硕士生来说，

由于每小时12元的标准过低（远远低于硕士生在校外

兼职的时薪），因此硕士生更多地是在校外兼职以获

取一定的收入来弥补自己的生活费支出，这又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专业知识的学习。困难补助和减免学费

不属于主要的资助手段，基本属于补充式的补助，难

以发挥主要的资助作用，无论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是不

足以满足硕士生的实际需要的。 

4.3. 硕士生资助的资金来源单一 

目前硕士生资助的资金主要以国家助学贷款和国

家助学金为主，资助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部门（提供

国家助学金）和国有银行体系（提供国家助学贷款）

以及高校自身的资金（提供学校奖学金等），缺乏筹

集硕士生资助资金的多种渠道，如在发达国家比较普

遍的，来自于企业、个人和慈善基金会的捐赠资金，

这也是目前资助资金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个别名校

由于自身基础较好，成功校友较多，吸引教育捐赠方

面做得不错，这些吸引的教育捐赠很多投到了学生资

助领域，但全国大部分高校，尤其是中小型地方高校

在吸引教育捐赠方面都还不太理想，今后这方面还很

值得进一步拓展。 

随着未来硕士生的进一步扩招，专业硕士招生比

重的不断加大，硕士生的平均学费将会继续维持在较

高水平，并有可能继续上扬，现行的硕士生资助体系

是无法充分满足硕士生完成学业，积累人力资本，成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的需要的。 

5. 新形势下硕士生资助的改进对策 

5.1. 把硕士生资助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 

前文已经述及，博士生由于人数较少，且基本没

有学费这个最大的求学负担，学校和导师一般还能给

予一定的资助，本科生学费尚且保持在一个较为合理

的水平上，现有的国家助学贷款额度能够完全覆盖，

因此博士生和本科生的资助大体上运行良好。实际上，

本科生资助重心主要在政府和国有银行体系，博士生

的资助重心在政府和导师，而硕士生资助则没有一个

资助重心，无论是政府、国有银行体系还是导师，都

无法从其获得足够的资助资金。学费方面国有银行体

系的国家助学贷款不能完全覆盖专业硕士的学费，导

师资助方面，由于硕士生协助导师从事科学研究方面

的能力不如博士生，发挥不出较大作用，因此从导师

那里获得的资助相对较少，尤其是培养目标本来就不

是学术研究，而是面向社会就业的专业硕士而言，对

导师科学研究的协助更少，从导师那里获得的资助更

是微乎其微。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高等教

育的学历贬值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过去本科生就能从

事的岗位现在基本都需要硕士生来从事，未来的就业

中坚是硕士生（这个就业中坚并不是指就业的人数比

重，而是从就业岗位的重要性角度而言），与硕士生

相比，本科生人力资本含量略显不足，尤其是在经济

社会形势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博士生则侧重研究，大

部分就业岗位并不需要很强的研究能力，否则也是人

才和学历的过度消费，因此，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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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生都将是就业的主力，更应该把硕士生资助放到

更重要的地位，设计出比较科学合理的、专门针对硕

士生资助的政策来，适应硕士生不断增加招生，专业

硕士比重不断加大，学费不断提高的新形势，国外也

有研究验证了政府资助的重要性[3]。 

5.2. 吸引民间资金参与硕士生资助，并和素质
培养结合起来 

硕士生资助的资金来源仅靠原有的政府资金和国

有银行体系的国家助学贷款资金是远远不够的，除了

这些公共部门的资金来源以外，今后更需要大力拓宽

资金来源的渠道，尤其是吸引民间资金参与到硕士生

资助的过程中来，包括采取多种措施吸引企业、个人

和慈善基金会的捐赠。政府可以推出一些激励民间资

金捐赠硕士生资助的公共财政扶持政策，如企业所得

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收减免，以及针对硕士生资助捐

赠的财政配比政策，即对民间资金捐赠硕士生资助的，

政府按照捐赠金额的一定比例进行配比，根据世界各

国的成熟政策经验，这个财政配比比例不一定是一比

一，可能大于一比一，也可能小于一比一，要根据受

赠高校的具体情况和政府扶持力度来合理确定，财政

配比经费也算在捐赠人的名下；除了公共财政扶持政

策以外，政府和高校还可以推出精神激励政策，如在

新闻媒体上登载捐赠信息，宏扬捐赠文化，在全社会

形成一个捐赠的氛围，精神激励政策和公共财政扶持

政策配合起来，效果往往更好。 

除了政府可以采取的相应措施以外，高校也可以

结合自身的情况采取一些吸引民间资金参与硕士生

资助的举措，如商学院联系校友企业为硕士生提供带

薪实习机会等，法学院联系律所或其他法律服务机构

包括公证处、法律翻译公司等为硕士生提供法律带薪

实习机会等，这样不仅起到了对硕士生进行经济资助

的目的，还能帮助硕士生联系实践，尽早熟悉就业单

位以及社会，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并培养他们对资

助资金提供方、实习企业和社会的感恩心态，以便未

来更好地回报社会，实现综合的育人效应。 

5.3. 应把政策性助学贷款设定为硕士生资助的
主要手段 

当前硕士生资助最大的问题主要是占硕士生主体

的专业硕士学费得不到有效的资助，这个问题解决不

好，整个硕士生资助体系就没有稳固的基础。参考世

界各国的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政

策性助学贷款（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贷款）应成为硕士

生资助的主要手段，应提高额度，根据硕士专业学费

的不同充分满足需要，商业性助学贷款（可以适当盈

利的贷款）应成为硕士生资助的补充，这可能是比较

合适的制度安排。 

一般认为，基于公共产品理论，高等教育是半公

共产品，需要混合提供，即政府以拨付大学建设和运

营经费、提供科研经费等方式承担一部分高等教育的

成本，个人也要以学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高等教育的

成本。与硕士教育相比，本科教育和博士教育这两种

半公共产品更加接近公共产品一些，而硕士教育这种

半公共产品则更加接近私人产品一些，因此在硕士生

资助中，有借有还的助学贷款所占的比重应该更高一

些，无需归还的助学金所占的比重应该低一些。具体

而言，应提高现行的针对硕士生的国家助学贷款的额

度，根据不同专业学费的水平全额保障，可以考虑推

行基本额度加上专业调节额度的做法来确定不同硕

士专业的贷款额度，基本额度可以设定为一般性的学

术硕士的学费水平，专业调节额度则根据不同的专业

硕士相对于学术硕士学费的差额来确定。一般而言，

不同硕士专业的学费是和未来工作的收入成正比的，

学费越高，未来工作后的收入越高，否则该专业的招

生也会受影响，这个专业就会被市场机制所淘汰，而

工作后的收入越高，则国家助学贷款的还款能力也越

强，因此从还款能力角度考虑，提高国家助学贷款额

度不会很大程度上带来还款坏账的问题，如果再通过

个人信用系统来保障还款意愿，那么提高硕士生国家

助学贷款额度，基本上不会产生太多的坏账问题。 

随着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大众教育和普及教育的新

阶段，结合中国这种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可以想见，

未来硕士生可能成为父母对孩子最终学历的普遍期

望，硕士生的招生还将进一步加大，这将对硕士生的

资助提出更高的要求，现在硕士生资助政策正处于过

渡期，应尽早完成这个资助政策的过渡，为更好地激

励学生报考硕士做好政策准备，为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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