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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高等教育改革也在如火如茶地进行中。
在科学发展中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执政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
在社会转型期暴露出的各种矛盾中，我国高校出现的一个贫困生群体，因为其规模巨大、影响深远，
已引起政府、社会、家庭和学界的多方重视。
因而，解决高校贫困生问题也就成为一项重要的理论课题。
鉴于此，本书以此立论，意在从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为解决高校贫困生问题提供实证性对策。
　　笔者曾经也是一名20世纪80年代从农村走出来的高校贫困生，经历和目睹了当代高校贫困生正在
经历的一切心酸和艰辛，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以及母校师长们的深切关怀下，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并有
幸成为一名高校德育工作者。
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一个从事高校学生工作20多年的亲历者的视角，针对学界对贫困生问题的系
统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的实际，笔者从系统梳理中国高校贫困生问题形成的缘由
人手，以具体的高校为实证范例，把贫困生的现实状况、解决贫困生问题的理论探讨、对现行政策的
理I生评价和贫困生问题的解决之道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完整的命题来研究，力求为贫困生问题
的逐步解决找到合适的出路。
如若这项工作能对政府在新形势下制定高校贫困生助学政策、对学界后续的贫困生问题研讨、对高校
解决贫困生问题的路径选择有些许指导意义，也算笔者为高校教育事业的顺利健康发展尽了一份绵薄
之力。
　　如今，本书得以正式出版，欣慰之余，饮水思源，导师的教诲、同事们的支持，点点滴滴俱在心
头，难以忘怀！
感谢《郑州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辛世俊教授和我的乡友、学弟汤嵘翔先生。
同时，书中观点乃本人“一孔之见”，错误在所难免，恳请各方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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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高等教育改革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在科学发展中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执政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
在社会转型期暴露出的各种矛盾中，我国高校出现的一个贫困生群体，因为其规模巨大、影响深远，
已引起政府、社会、家庭和学界的多方重视。
因而，解决高校贫困生问题也就成为一项重要的理论课题。
鉴于此，本书以此立论，意在从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为解决高校贫困生问题提供实证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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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贫困生越来越多。
新华社2001年1月8日发布的对北京14所高校的调查结果显示，贫困生占14所高校的25％，而《北京青
年报》差不多同时发布的一个调查显示这一比例高达30％多0。
郑州大学2006年贫困生比例是23.04％，特困生比例是9.22％；2007年贫困生比例是22.44％，特困生比
例是8.27％。
初步计算，全国高校有500多万贫困生，250多万特困生。
有人依照数据加以对比，说中国今天普通高等教育的收费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的贵族学校，在国民党
时代、北洋军阀时代师范院校都是不收费的。
那时候很多贫困人家的子弟想要读书都只能读师范院校，毛泽东就是其中一例。
当然，从2007年秋季开始6所部属师范院校免收学杂费，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中国的普通民众在教育支出的重压下真是苦不堪言，“因教返贫”成了常见的现象，“学费杀人”的
事情时有耳闻。
教育高收费，已经成为全社会尤其是贫困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2.减缓了政府对教育的投入　　1993年我国政府颁布实施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
到20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一工作目标，这是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当时的平
均水平。
1986年我国的这一比重就已达到了3.43％。
然而遗憾的是，一方面中央提出了令人振奋的“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国家对教育的财政
投入这一比重却多年来一直徘徊在世界最低水平线上。
就在提出4％的目标之后，这一比重不升反降，1995年降到了最低点的2.41％，此后虽然缓慢回升
，1999年达到2.79％，2002年达到3.32％，2003年却微降为3.28％；对2004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调整后，
该年的这一比重又回到了1999年2.79％的水平0。
这样的比重大体只相当于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发生在我国这样一个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
经济成就的社会主义大国，实在令人困惑！
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国的教育经费占政府预算在1994年降到了2％以下，在世界151个国家
中，名列第149位难怪，2004年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来华考察，离开时，她抛下一句
让所有闻听者当场无语的评价：“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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