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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背景1

当前高校构建研究生收费及奖助体系的背景

1、《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12〕342号）

2、《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教〔2013〕19号）

3、《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财教〔2013〕220号）



国奖、国助
学业奖

校助、校长奖
助管助教、助研（学校）

助研
（导师）

专项
奖学金

一、主要背景2

898 

3617 

6916 7064 
9315 

465 

1961 

3606 
4381 

5011 

5056 
4585 

3757 3953 

4285 

59 
49 45 32 36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国家直接拨款 学校统筹出资 科研经费转账 企业捐助

2013-2017年中国农业大学奖助构成变化（万元）



一、主要背景3

构建保障和激励相结合的研究生奖助体系

公平：如何保障所有研究生上得起学？

效率：如何激励研究生积极上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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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生奖助工作特色1：体量快速增长



一.研究生奖助工作特色2：类型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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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奖助工作特色3：奖助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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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机制1：研究生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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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机制2：学费缓交与助学贷款

2014-2018年研究生申请学费缓缴和贷款业务人次

保障公平：倡导学生自己解决经济问题，完善学费缓缴申请制度，避免“搭便车”现象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学费缓缴 61 195 284 240 248

生源地贷款 52 145 209 250 369

校源地贷款 16 14 7 10 10



二.保障机制3：助学金全覆盖

100%全覆盖

助
国家助学金（国家投入）

学校助学金（学校统筹）

助研津贴（导师资助）

博士37000元/年 硕士14600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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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机制4：国家助学金

博士 15000元 硕士 6000元

无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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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限
博士12000元/年

硕士3600元/年

助研津贴

（导师资助）

二.保障机制6：助研津贴



二.保障机制7：调研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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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分硕士生和博士生结余为负，其主要原因是有家庭支出

博士生结余明显高于硕士生，特别是有4000元以上结余的以博士生为主，主要原因是大额奖学金获得

研究生月度结余情况- +



三.激励机制1：差额奖优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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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激励机制2：奖学金差异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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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 -10000 15000 10000 -- -- 8000 4000 12000 35000 31000 27000

学硕 -8000 6000 -- 8000 4000 4000 2000 3600 13600 11600 5600

专硕 -6000 6000 -- 6000 2000 4000 2000 3600 13600 11600 5600

学硕和专硕相同，鼓励专硕：学硕和专硕年生均实际获得奖助力度相同，11600元/年

政策向博士倾斜，鼓励博士：硕士11600元/年，博士31000元/年，硕博差额20600元/年

奖助体现差异化，鼓励优秀：奖助水平分三档，高中低档比例3:4:3，档次间资助差异明显

三.激励机制3：多层次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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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激励机制5：鼓励推免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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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激励机制6：鼓励硕博连读

硕博连读生按博士身份

缴学费，获国家助学金、学校助学金、助研津贴，参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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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硕士一年级5月份申请硕博连读，二年级9月份开学转变身份



学生享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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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鼓励博转硕和退学

分流淘汰清算仅适用于因个人原因提出申请博转硕或退学，中期考核不通过的博转硕不需清算

助研津贴弹性清算更人性化

按博士标准已发放的助研津贴与硕士标准的差额部分应返还导师，但导师可放弃助研津贴清算

四.辅助机制1：分流淘汰清算



助研“全覆盖”：导师提供1000元（博）/300元（硕）每月

助教“按需求”：北京非全日制最低标准21元/小时（100人）

助管“分批次”：每周工作2-3个半天，工资600-800元/月

学院助管160人 挂职助管90人

四.辅助机制2：提供“三助”岗位



五、相关思考

国家及学校对研究生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大，研究生获得资助越来越多

研究生收费及奖助体系是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每个学校奖助体系的设计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奖助体系的构建应满足研究生最基本生活保障，让优秀研究生收入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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