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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份份的学生贷款合同承载着学生个体对改变命运的希望，承载着国家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念；
一串串的国家助学贷款违约数据，甚至屡屡曝光的国家助学贷款拖欠诉讼案例，则在动摇着人们对社
会公平正义、高等教育和学生贷款先前的信念和坚持。
这严重地阻碍了学生贷款的可持续发展。

可以说，违约是影响学生贷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
但在无休止的因果链中，违约又是某事物，或某事物间运动的必然结果。
然而，这里的某事物是何物？
某事物之间的运动又是何物？
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无疑是违约问题解决的基础。

由果索因，即根据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中某一时空的状态，推断促成此状态的原因，是因果研究的最
基本的方法。
因此，对于学生违约结果本身的科学分析就成为揭示学生违约原因的基本途径。
基于此，本书以1690名进入还款期的借款学生为样本，通过因子分析、判别分析、聚类分析和
Logistic
模型分析等方法，揭示学生的还款状态（守约或违约）与其影响变量间的统计性联系，从而推断学生
违约发生的原因。
研究发现，影响学生违约的最重要因素是学生贷款的总额度和单位时间内还款的额度。
学生贷款额度越大，违约率则越高；学生单位时间所需偿还贷款的额度越大，违约率也越高；反之亦
然。
然而，学生贷款的违约不仅是借款学生的私事，是一个涉及学校、银行和社会的社会性问题，而且充
满争议。
基于学生个人偿还贷款结果状态的因果分析的科学性将受到一定的限制。
因此全面地理解学生贷款违约的影响因素，需要倾听国家助学贷款各个运行主体的声音。
廖茂忠、沈红编著的本书通过对学生、教师、银行，以及社会公众的调研发现，学生偿还能力、还款
意愿和社会信用制度对借款学生的违约行为有重要影响，而偿还能力是其中最为关键性的因素。
这个结论也支持了由果索因的推断。

以上两种方式都揭示了还款能力是学生违约的关键性因素。
那么，事实上，借款学生的经济状况如何呢？
只有当这个问题得到解答，才能对“偿还能力是违约因素中最为关键性的因素”这一论断进行最后的
判断。
本书以国家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和相关研究为基础，谨慎测算出近年来全国本专科毕业生分不同单位
性质、地区、分行业收入的水平，发现新参加工作的本专科毕业生收入普遍偏低，而且就业单位的性
质、地区或行业的不同收入差距悬殊。
这导致不少的毕业生债务偿还能力不足。
至此，可以科学地认为：偿还能力是影响违约的最为关键性的因素。

然而，借款学生的偿还能力是如何与其他因素一起影响学生还贷的行为选择的呢？
本书在揭示违约因素的基础上，借鉴心理学的“
计划行为理论”，分析了解释学生违约发生的机理，并认为：借款学生的偿还资源是行为选择的物质
基础，偿还意向是行为选择的动力机制，偿还情境是行为选择的制约机制；借款学生的意志水平和对
偿还行为实际的控制能力是行为发生的调节机制，借款学生偿还行为选择的（预期）结果及相应的社
会评价是偿还行为的反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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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学生还贷行为的选择，是由借款学生还贷的意向、偿还的情境条件、可用于还贷的资源，以及
偿还贷款行为的意志和控制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最后提出了化解中国学生贷款违约的若干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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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动机与个体行为的发生　　所谓动机，是指引起人去从事某种活动、指引活动去满足一定
需要的愿望或意念。
动机是与满足某些需要有关的活动的动力，产生于个体强烈的欲望或需要，如果说需要是个体的各种
积极性的实质与机制的话，那么动机就是这种实质的具体表现。
动机是在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直接指向于人的行为，表达的是人们“意欲何为”。
它不仅反映了人为什么达成行为结果的主观原因，而且还是活动的推动者，它体现着所需要的客观事
物对人的活动的激励作用，把人的活动引向一定的、满足他需要的具体目标。
　　个体行为的动机是个体素质与各个要素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相互作用的结果。
个体先天的某些本能和个体的生理变化是动机产生的一个前提，个体周围的社会环境是构成动机的条
件。
当事物作为个体实践活动的对象，同时被个体有所认知后，便成为动机的组成要素。
动机是需要与行为之间的桥梁。
个人的行为动机总是由其全部需要结构中最重要、最强烈的需要所支配、决定的。
当这种需要产生时，心理就会产生不安和紧张；为了缓和这种心理紧张状态，需要就转化为意向和愿
望；有了愿望还要选择或寻找目标直至实现。
当然，人的行为由多种因素决定，动机只是其中一种。
　　（三）态度与个体行为的发生　　态度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心理现象，它是指个体自身对社会存在
，所持有的一种有一定结构且比较稳定的内在心理状态。
态度对个体自身潜在的心理活动和外现的行为表现都具有一种动力性的影响，而且还对个体与他人的
相互作用和个体对社会生活环境的适应也有动力性的影响。
“态度决定一切”，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了态度对个体行动的动力性影响。
因此，态度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心理和神经的准备状态，即个体行为的准备状态。
　　社会心理学一般认为，态度是由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所构成的一种内在心理状态。
不同的认知水平，不同的情绪体验，或对特定对象的内在反应倾向，决定了个体的态度。
一个人的态度与行为具有一致性，有什么样的态度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但也不是绝对如此。
当个体对某事物的态度，与认知上的看法和情感上的体验一致时，其态度与行为就会表现出一致性，
这样也就可以通过观察态度或与态度相关的影响因素来预测个体行为的发生，或推断已发生的行为的
内在因素。
即是说，态度既可能决定行为，也可以预测行为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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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生贷款的违约》以厚重的调研和数据为基础，对学生贷款违约问题做了解剖式地细微考察，
全面科学地揭示了影响学生贷款违约的因素，科学地提出了学生还贷行为选择理论，全面地解释了学
生违约行为发生机制。
在此基础上，对应影响学生违约的关键性因素，从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提出了化解学生贷款违约风险
的建议。
本书对于学生贷款违约的关注不仅是我们长期致力于学生资助研究的重要成果，更希望对我国学生资
助事业发展提供某种启发和借鉴，同时也为高等教育财政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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