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国家助学贷款风险看现代人才的诚信问题 

文/毕艳玲 俞凤芳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它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信用
制度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根基，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历史形式，这一制度必将带来深刻的伦理
变革，对社会成员的人格品质提出新的要求。 针对高校中助学贷款实施困难的现状，对现代人才
开展诚信教育，挖掘传统诚信道德的现代价值，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不可回避的首要责任。 
   一、 国家助学贷款实施现状 
   我国助学贷款政策自2000年9月在全国实施以来，至今已有6年多时间，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
推出，确实给一些贫困大学生提供了就读的机会。然而由于一部分大学生缺乏现代信用的诚信意
识，出现“骗贷赖帐”现象，给银行带来经济损失，从而使国家助学贷款的推行出现阻滞。据统
计，截止2004年，我国实行发放助学贷款已经5亿元，但不良还款率达20%。一些学生贷款时积极，
还款时迟迟不动。据北京工商银行披露，第一次进入还款而拖欠助学贷款的大学生几乎占贷款总人
数的10%，远远高于一般居民的1%。这些现象的存在，对银行、高校以及贫困大学生都产生相应的
影响。根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消息，总额为7亿元的大学生助学贷款推出以后，只贷出不到1.3%，申
请助学贷款的学生人数也只有特困大学生的0.2%。原因是学校和银行方面对学生信用担保存在疑
虑。学校方面对大学生毕业后能否即使还款缺乏信心；银行也认为，在目前国家信用体系尚不健全
的情况下，凭简单的信用担保就贷款风险极大；大学生贷款不还，使得银行在开办助学贷款业务时
更加谨慎，为控制和避免风险而提高门槛，这就为以后的大学生贷款造成了一定困难，形成恶性循
环。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造成国家助学贷款实施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大学生诚信的缺失。当代大
学生是现代社会的建设者和杰出人才，他们的诚信状况将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
利进行。这些现代人才的诚信缺失将给社会和个人带来很大的危害。 
   二、 现代人才诚信缺失的危害性 
   1.助长社会诚信缺失。大学生被誉为“天之骄子”、“现代人才”，是背负着国家和家庭无
限期望的社会精英，理应具备更高的综合素质。在坚决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大学生有责任和义务
成为全社会诚信的楷模，为营造整个社会的诚信而努力。然而，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负面影响将是挫
伤全社会对诚信的信心，妨碍并破坏我们几千年传统文明对诚信美德的构建。 
   2.加剧信用环境恶化。诚信缺失的大学生进入社会，会加剧信用环境恶化。信用环境恶化对
社会经济生活的危害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市场缺乏信用将严重影响社会的投资和消费；二是破坏
企业的正常经营，加大企业运营成本，削弱企业竞争力；三是影响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使宏观
调控政策难以发挥作用；四是信用恶化还直接破坏社会法制基础，经济主体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竞
争，各类经济主体难以形成以契约为基础的法律框架。 
   3.导致个人诚信丧失。诚信是立国之本、立业之本，一个健全的社会一刻也离不开诚信。人
无信不立，商无信不誉，市无信不兴，企业无信不昌。不讲诚信，也许会给个人带来一时的“小
利”，但往往失去的是大节，继而失去的是长远的“大利”。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诚信”
被推为经济活动中的帝王原则。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在谈论纳贤之道时说：“对一个人来
说，首先是诚实守信，第二才是才能，有才能而不守信，给公司带来的危害比能力差的人更大。”
可见，社会用人单位欢迎的是有真才实学、诚实守信的人，而缺少诚信的人终究会被社会所淘汰。 
   三、 对现代人才开展诚信教育的对策研究 
   诚实守信等基本道德素质是社会道德在个人身上的反映，它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在一定的
社会与教育环境中习得的，使人潜移默化之中受到影响。因此，现代人才诚信教育和诚信品质的培
养，应与高校的引导和教育相结合。 
   第一，发挥“两课”的作用，开展诚信教育。两课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法
学基础等多门公共课，有助于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  
   第二，利用社会实践，增强诚信意识。大学生是一个关心时事、思想活跃的群体，他们不仅
仅满足于课堂的理论学习，而是把视野投向了广阔的社会空间。针对大学生日益增强的社会性需
求，早日认识社会适应社会的迫切渴望，高校应引导大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使其在实践中认识
不讲诚信的危害性和诚实守信的必要性。 
   第三，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诚信教育环境。育人环境是一个广泛的、多层次的系统工
程，就高校而言其诚信制度建设尤为重要。因此，高校的办学理念、管理措施、校园环境、舆论氛

 



围都要体现诚信的内涵。学校的办学理念要以爱国为核心，以诚信为根本；学校的管理体制应与诚
信相结合，将诚信纳入学生的日常管理当中。 
   第四，严肃校纪校规，惩戒诚信缺失现象。通过制度来约束学生的不诚信行为。正面引导是
一种教育方式，惩戒也是一种教育手段，高校通过严肃校纪校规，对不讲诚信行为进行适度的惩戒
会在大学生诚信教育中收到良好的效果（作者单位：河北北方学院农林科技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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