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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 

认定与资助工作指导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不断健全

研究生资助制度，进一步提高资助精准度，强化资助育人功

能，根据《财政部 教育部 

http://www.gov.cn/xinwen/2017-04/13/content_5185270.htm


第四条 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认定工作应当坚持以下原

则： 

（一）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平。要从客观实际出发，

以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为主要认定依据，认定标准和尺度要统

一，确保公平公正。 

（二）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既要建立科学

的量化指标体系，进行定量评价，也要通过定性分析修正量

化结果，准确、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 

（三）坚持公开透明与保护隐私相结合。既要做到认定

程序、方法等透明，确保公正，也要尊重、保护学生隐私。 

（四）坚持积极引导与自愿申请相结合。既要引导学生

如实反映家庭经济困难情况，主动利用资助政策完成学业，

也要充分尊重学生个人意愿，遵循自愿申请的原则。 

（五）坚持保障型和发展型资助相结合。既要保障研究

生最基本的学习及生活所需，也要充分发挥资助育人功能，

积极实施发展型资助项目，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第二章 认定单位及职责 

第五条 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认定工作实行学校和学院

（系）两级管理。 

（一）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全面统筹指导全校范围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学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研究生

管理处）负责统筹指导全校范围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认定工

作。 



（二）学院（系）成立研究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由学

院（系）分管研究生资助工作的负责人担任组长，德育导师、

辅导员、研究生会（博士生会）负责人等担任成员，具体负

责组织、审核本学院（系）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的认定工作。 

（三）学院（系）以年级、专业、班级等为单位，成立

认定评议小组，由德育导师担任组长，党支部书记、班长、

党支部委员、学生代表等担任成员，负责本小组内家庭经济

困难研究生认定的民主评议工作。 

第三章 认定类型 

第六条 参照杭州、海宁、宁波、舟山等校园所在地城市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结合生源地经济发展水平、学校收

费水平、学生家庭经济能力等因素，将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

确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和家庭经济特别困难两个档次。 

（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研究

生： 

1. 家庭收入低，缺少经济来源的； 

2. 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或伤残，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 

3. 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或突发意外事件造成较大财产损

失的； 

4. 其他情况导致家庭经济困难的。 

（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认定为家庭经济特别困难

研究生： 

1. 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特



困供养学生； 

2. 孤儿、烈士子女、持证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 

3. 城市低保边缘家庭学生、低收入农户家庭学生； 

4. 其他情况导致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研究生，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

困难研究生： 

（一）在评定过程中虚报家庭经济情况或存在其他弄虚

作假行为者； 

（二）有不合理消费行为或奢侈消费行为者； 

（三）其他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的情形。 

第四章 认定程序 

第八条 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认定工作每学年进行一次，

原则上安排在秋学期开学初完成。每学期应当按照研究生家

庭经济实际情况进行认定结果复核和动态调整。 

第九条 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认定程序为： 

（一）提前告知。学校及学院（系）要通过多种途径和

方式，提前向学生告知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认定工作事项，

并做好研究生资助政策宣传工作。 

（二）学生申请。学生本人自愿提出申请，如实填报综

合反映学生家庭经济情况的认定申请表。 

（三）学院（系）认定。 

1. 认定评议小组接收认定申请材料后，对研究生家庭经

济困难情况进行核定，初步提出本小组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



名单，报学院（系）研究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 

2. 学院（系）研究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汇总审核各

认定评议小组提出的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名单。如有异议，

应在征得认定评议小组意见后予以调整。 

（四）结果公示。各学院（系）研究生资助工作领导小



第十一条 针对不同类型的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实行

不同的资助方法。 

第十二条 学院（系）应指导协助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申

请保障型资助项目： 

（一）浙江大学研究生专项社会助学金：由社会人士出

资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的项目； 

（二）“绿色通道”：学校对因家庭经济困难无力支付学

费的全日制研究生，开辟缓交学费的通道； 

（三）国家助学贷款：生源地助学贷款、校园地助学贷

款等助学无息贷款； 

（四）学院可使用学校下拨经费为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

设立以下专项补助项目： 

1. 新生入学适应补助（主要补助购置基本生活用品等）； 

2. 年末关心行动补助（主要补助春节返乡交通费用等）； 

3. 毕业生就业补助（主要补助跨省市应聘交通费用、部

分岗前培训费用等）； 

4. 结合学院（系）研究生学习生活实际设置的其他专项

补助项目。 

第十三条 学院（系）应指导协助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申

请应急性资助项目： 

（一）浙江大学爱心基金学生专项基金：可提供重大疾

病补助、大额医疗费补助和突发意外补助； 

（二）临时困难补助：因遇突发性伤亡事故或其他临时



性困难的研究生，可向学院（系）申请临时困难补助，经学

院（系）研究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予以发放；

在学院（系）补助的基础上，可根据实际情况申请校级补助。

如遇特殊情况，学生本人无法申请的，可由学院（系）代为

申请。 

第十四条 学院（系）应加强发展型资助项目建设： 

（一）研究生“三助一辅”岗位：优先考虑符合条件的

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担任校内“助研”“助教”“助管”和“兼

职辅导员（德育助理）”等岗位； 

（二）出国出境项目资助：对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经公

开选拔，参与学校海外短期交流项目的，可考虑给予部分补

助。 

第十五条 学院（系）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做好研究生资

助政策的宣传与落实工作，将该项工作纳入研究生始业教育，

定期开展“奖”“助”“贷”“勤”“补”“减”政策宣讲；引导

受助研究生合理使用补助资金，提倡理性消费、科学消费，

倡导勤俭节约；定期开展安全防范教育，加强案例分析、警

示教育，提醒学生警惕“校园贷”和其他各种诈骗行为；关

心掌握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生活津贴和其他各项资助的发

放情况。 

第六章 其他 

第十六条 本指导办法适用于全校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

计划的全日制研究生。各学院（系）应根据学校总体资助政



策和办法，结合本学院（系）具体情况，制订本学院（系）

的家庭经济困难研究生认定与资助工作实施细则。  

第十七条 对非全日制研究生遭遇突发伤病或家庭变故

的，鼓励学院（系）统筹利用事业收入、社会捐助等设立专

项补助基金进行资助。 

第十八条 本指导办法解释权归学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

（研究生管理处）。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