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要求资助。让这些还未进入大学的

报考者事先申请资助，目的就在于使

学生既能充分了 解各类学校所需费

用 、 自己将要担负的社 会和经济责

任；同时又使学生放心，只要符合条

件就能受到国家的资助，不会因经济

困难而不能就学。据统计， 每年在入

学前进行预约申请的学生占学生总数

的 20% 左右。直接申请是让已经在校

的大学生和当年进入大学的学生在开

学后，向本校所在院系及育英会支所

（通常设在教务处的学生课 ） 提出申

请，要求对上学期间的有关费用给予

资助。具体发放程序是：首先由育英

会确定本年度需要资助的学生总数和

资金需求额度，划分各级各类院校学

生受助人数和资助金额，规定通过预

约申请和直接申请的资助人数，并将

预算方案和各校配额分配到地方和院

校。其次，各院校支所根据育英会的

配额和学生申请情况， 会同院系负责

教师对申请进行调查。审核申请学生

的人品 、 学业、 健康和家庭经济状

况，然后由学校签署意见推荐给育英

会。第三， 育英会对学校的推荐意见

进行随机抽查， 正式做出决定通告学

校和学生，并将资金汇入委托银行，

由银行按月转入学生账户。

三、 贷学金的回收及其效

果

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贷学金统计

资料看， 日本贷学金的按时回收率已

经达到了 9 0 % 左右， 1 9 9 4 年高达

97% 。用回收资金发放贷学金的份额

已经占到发放总额的 40% 左右。世界

上几个长期采用贷学金政策的大国

中， 日本的回收 工作开展得最有成

效。主要做法是 ：

1.通过法律规定贷学金的归还年

限。《 日 本育 英 会法》 和 《 日本育

英会法施行令》 对不同类别的院校作

出了相应的限 制性规定。具 体内容

有： 短期大学毕业生一般要在 10年内

还清；公立院校毕业生一般要在 11年

内还清，私立院校的毕业生一般要在

15年内还清；医科学生、 研究生等受

助年限较长、 受助金额较多的学生，

可以在 20 年内还清。

2 .建 立还款保证书制度。该 制

度明确规定： 所有享受 贷学金的学

生， 毕业前必须签署三方面的文件：

一是 还贷保证人 、 还贷连带保证人

证明书；二是借贷收据；三是编写还

贷明细计划书。这些文件经过学校

审查确定有效后交育英会， 由育英

会按 照学生的还款计划负责回收和

催还工作。

3.建立逾期罚款制度。对于逾期

不还者除按所欠金额加收利息外，还

要罚款。如有不执行的， 可以借助地

方法院的力量进行法律仲裁。

4.建立贷学金的减免制度。一是

提前归还给予折扣优惠。 在 20 年以

内，提前归还者和一次还清者即可按

提前时间计算，相应减少还款额度。

二是大学毕业后一年内到中小学、 幼

儿园、特殊教育机构任教， 以及到高

等学校和文部省规定的研究机构从事

教育和研究工作的， 可以享受无息贷

学 金 减免 政 策 （ 有 息 贷学 金 不 减

免 ）。一般来说， 在上述机构连续工

作满五年，可以免除全部贷学金，不

到五年的只给予部分减免。三是在校

期间或毕业后因患重病、 负重伤、 长

期病休或死亡者， 免除剩余应归还的

贷学金。

5.建立还款教育制度。不仅教育

学生按时还款是应尽的义务，还要告

诉学生及时还款的重要意义：他们的

及时还款实际上是帮助更多的像他们

一样贫困的学生完成学业。

（作者单位：财政部教科文司 ）

信息快递中 国 财 政 学会 2 0 0 1 年 年会暨

全国 财 政 理论研 讨会 召 开

中国财政学会 200 1 年年会暨第 1 5 次 全国财政理论研讨会 1 月 1 7 日至 1 9 日在江苏无锡召开。
全国人大 常委会原 副委员 长王 丙乾 、 财政部部 长项 怀诚 、 副部 长张佑才 、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迟
海滨 、 财政部顾问 傅芝邨以 及来 自 全国各 地的 2 5 0 余位代 表出席 了会议。

王 丙 乾 在讲话中要 求 大 家认真 学习 、 深 刻领会、 全 面 贯 彻落实 江 泽民 同 志 “ 七一” 讲话
精神和 党的十五届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 ，并结合 2 0 0 1 年 1 1 月底中央 经 济工 作会议的各 项安排 ，

以 邓 小 平理 论和 “三个 代 表” 重要 思 想 为指 导 ，树立正 确 的 财政观， 继往开 来 ，不断 开 创 财

政研究和 财政工作的 新局 面。

项 怀诚在会上介绍 了我国财政经 济 面 临 的形势和任务， 并指出， 当前各 级财政部门和广 大财

政理论工 作者要重点研究建立公共财政框架 、 加入 W TO 后 我国财政的应对措施和促进国民经 济持
续快速健康发展的 财政政策等问题，并注意把经 济体制 改革和财政改革结 合起来、把理论研究和

实证研究结 合起来、把历 史研究和现实工 作结合起来、把继承传统和 改革创新结 合起来，注重实

效和理 论创新 ， 为财政改革和 发展做出贡 献。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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