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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7--2018学年度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建档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建档工作是做好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前提，

是决定资助政策落实效果的基础性工作。为做好 2017--2018 学年度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和建档工作，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

范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教财厅[2016]6 号）（见附件）

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具体要求如下： 

1、各二级学院按照《宜宾学院学生资助工作暂行管理办法》之《第

二章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2015年版学生手册）实施。 

2、本次建档对象是 2014 级本科、2015 级和 2016 级全体学生，建档

分为一般困难、困难、特殊困难三个档次，总人数原则上不超过学生人数

的 50%，其中特殊困难档人数原则上不超过建档总人数的 40%。 

3、二级学院认定工作组具体负责组织、初审本院的认定工作，年级

（专业）认定评议小组负责民主评议工作，并要将辅导员（班主任）、资

助工作负责人作为认定工作的主要责任主体，理清岗位职责，建立问责机

制，切实做到精准认定，精准资助。  

要把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

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以及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等特殊

情况的学生作为重点建档对象。 



认定过程中不得让学生当众诉苦、互相比困，可采用电话抽查、个别

访谈、了解学生日常消费行为等方式，深入、直观地了解学生家庭经济状

况，及时发现问题并及时纠正认定结果存在的偏差。 

在认定工作中要严格审核学生上报纸质材料，严格审核学生申请资

格，在本二级学院范围内对拟建档学生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时不得涉及学

生个人及家庭的隐私。 

要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工作。要教育引导学生如实反映家庭经济困

难情况，实事求是地提供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的证明材料。既不应隐而不报，

更不能夸大虚报。本年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结束后，学校将随机

抽选一定比例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信件、电话、实地走访等方式进

行核实。如发现弄虚作假现象，一经核实，取消其资助资格，收回资助资

金。情节严重的，学校将依据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4、初审符合建档条件的学生登陆四川省学生资助管理系统在线填写

申请，二级学院在线审核截止日期为2017年5月19日。（四川省学生资助管

理系统网址：

http://202.61.88.164:8090/pros/identity/index.action） 

5、建档学生的认定材料由各二级学院保存备查。 

6、2017 级新入学学生建档工作在下学期开学立即进行，二级学院完

成在线审核的时间为 9 月 25 日，程序和要求与本次认定、建档工作相同。 

特此通知 

附件：《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工作的通知》 

 

   宜宾学院学生工作处 

2017年 2月20日 

 

 

 



附件：  

信息名称：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 

信息索引： 360A05-11-2017-0001-1   发文机构：教育部办公厅              

发文字号： 教财厅[2016]6 号 信息类别： 其他 

内容概述：教育部办公厅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 

 

 

教财厅[2016]6 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

育局，有关部门（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根据国务院督察组第三次大督查反馈意见，结合当前一些地方和高校学生资助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现将有关要

求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精准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做好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前提，是决定资助政策落

实效果的基础性工作。各地、各高校要充分认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重要性，

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依据其家庭经济状况，不能加入其他非经济因素。要正确认

识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等解困型资助项目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保基本、兜底

线”的功能定位，坚决杜绝将“助学金”变成“奖学金”或用“助学金”代替“奖学

金”的行为。 



二、进一步完善认定办法、改进认定方式 

1．及时修订认定办法，合理确定认定标准。各地要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及财力状况等因素，确定本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

指导标准。各高校要根据各地指导标准，结合学校所在城市物价水平、高校收费水平、

学生家庭经济能力等因素，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标准和资助档次。对多年前

制定、现已不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认定办法和条款，要尽快予以修订。修订后的办法

要在学校门户网站予以公开。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证明材料，由乡镇、街道一级的民政

部门出具即可。 

2．健全工作机制，强化责任意识。各高校要建立健全四级资助认定工作机制。学

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监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学校学生资助管理

机构负责组织、审核和管理全校的认定工作，院（系）认定工作组具体负责组织、审

核本院（系）的认定工作，年级（专业）认定评议小组负责民主评议工作。各高校要

将班级辅导员（班主任）、院（系）资助工作负责人作为认定工作的主要责任主体，

理清岗位职责，建立问责机制。 

3．精准分配资金名额，明确重点受助学生。分配资金和名额，不能搞简单的划比

例、“一刀切”。各地在分配资金和名额时，要对民族院校、以农林水地矿油核等国

家需要的特殊学科专业为主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多的高校予以适当倾斜。高校

分配资金和名额，要统筹考虑不同专业、不同年级、学生经济困难程度等因素。要把

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孤残学生、

烈士子女以及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学生作为重点资助对象。 

4．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保护受助学生尊严。各高校应采用大数据分析、个别访谈

等方式，深入、直观地了解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及时发现那些困难但未受助、不困难

却受助的学生，及时纠正认定结果存在的偏差。公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受助情况的内

容，不能涉及学生个人及家庭的隐私；评定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时，不能让学生当众诉

苦、互相比困；宣传学生励志典型时，涉及到受助学生的任何事项，都应征求学生本

人的同意；采用隐性的方式，避免大张旗鼓的发放款式相同、规格统一的资助物品，

把困难学生与非困难学生割裂区分开。 



三、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和教育引导 

1．提高政策的透明度。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做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宣传工作。同

时，要提高资助政策及执行情况的透明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要进一步做到“四公

开”：所有资助项目要公开，所有申请条件要公开，所有评审过程要公开，所有资助

结果要公开。 

2．引导学生积极受助。要通过讲解国家制定资助政策的目的，为保证资金投入所

做出的努力等背景情况，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明白，国家资助是实现教育公平、促进

社会公平的一种制度安排和重要举措。要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树立正确的荣辱观，

正确面对眼前存在的困难，引导他们积极主动地利用国家资助完成学业。 

3．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要教育引导学生如实反映家庭经济困难情况，既不应

隐而不报，更不能夸大虚报。对申请资助时弄虚作假的学生，要以适当方式予以惩戒。 

 

教育部办公厅 

  2016 年 12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