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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完善覆盖全学段学生

资助体系，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

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财教〔2024〕181 号，以下简称《通知》）。

近日，就本次学生资助政策调整的背景意义、调整原则、主要内容、落实要求等

问题，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司局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一、本次政策调整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答：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学生资助体系，在范围上实现所有

学段、所有学校、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在投入上各级财政优先保障学

生资助补助经费，在制度上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在功能上为深

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了助困、奖

优、引导、育人重要作用。

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会同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等有关部门，不断完善国家学生资助政策体系，适时动态调整国家资助标

准，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逐步提高国家资助水平。2023 年，全国共资助各

学段学生 1.6 亿人次，资助金额共计 3111 亿元。其中，全国财政投入 2161 亿元，

约占资助总金额的 69%，有力缓解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压力，保障他们顺

利入学、安心求学，激励他们学有所成、全面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在校学生人数的增长，部分地方和学校反映，

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应相应增加，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应适当提高。本次学生资

助政策调整是贯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一揽子增量政策

有关部署的重要举措，通过更大力度奖优助困、更多覆盖学生群体，激发广大学

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更加有效地促进拔尖创新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培养；更

好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更加有效地促进教育公平，

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二、本次政策调整的总体考虑是什么？

答：本次政策调整坚持“三个统筹考虑”。一是统筹考虑服务国家战略和满

足民生需求。既大幅增加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提高奖学金奖励标准，加大对品

学兼优学生的奖励力度；又适度提高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更好地解决生活困难，更好地发挥各类国家奖助学金的激励、保障作用。二是

统筹考虑提标和扩面。既适度提高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研究

生学业奖学金奖励标准，提高本专科生和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又大幅

增加高校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扩大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院校，下同）国家助

学金覆盖面，更加贴合学生、学校实际需求。三是统筹考虑高等教育和高中阶段

教育。在今年重点调整高等教育学生资助政策的同时，明年也兼顾调整高中阶段

学生资助政策，提高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将符合条件

的中等职业学校三年级在校学生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使更多学生享受学生

资助政策调整红利。

三、高等教育阶段学生资助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一是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翻倍，提高奖励标准。从 2024 年起，

将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由每年 6 万名增加到 12 万名，奖励标准由每生

每年 8000 元提高到 10000 元。二是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名额翻倍。从 2024 年起，

将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由每年 4.5 万名增加到 9 万名，其中：硕士生由 3.5

万名增加到 7 万名，博士生由 1 万名增加到 2 万名。三是提高本专科生国家励志

奖学金奖励标准。从 2024 年起，将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标准由每生每

年 5000 元提高到 6000 元。四是提高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从 2024 年

秋季学期起，将本专科生（含预科生，不含退役士兵学生）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

标准由每生每年3300元提高到3700元，具体标准由高校在每生每年 2500—5000

元范围内自主确定，可以分为 2—3 档。全日制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

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 3300 元提高到 3700 元。五是提高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支持标准。从 2025 年起，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

支持标准，其中：硕士生由每生每年 8000 元提高到 10000 元，博士生由每生每

年 10000 元提高到 12000 元。中央高校根据研究生学业成绩、科研成果、社会服

务等因素，确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覆盖面、等级、奖励标准，可分档设定奖励

标准，最高不超过硕士生每生每年 20000 元、博士生每生每年 30000 元。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名额分配应向基础学科和国家急需的学科（专业、方向）倾斜，向拔

尖创新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倾斜，向学术型研究生倾斜。

四、高中阶段学生资助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一是提高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从 2025 年春季学期起，将普

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 2000 元提高到 2300 元，具体标准由



各地结合实际在 1200—3500 元范围内确定，可以分为 2—3 档。二是扩大中等职

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覆盖面、提高资助标准。从 2025 年春季学期起，将中等职业

学校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三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六盘山区等 11 个原连片特困地区和西藏、

四省涉藏州县、新疆南疆四地州中职学校三年级农村学生（不含县城）全部纳入

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 2000 元提高到 2300 元，具体标

准由各地结合实际在 1200—3500 元范围内确定，可以分为 2—3 档。

五、如何保障《通知》的贯彻落实？

答：为确保新政策落实落地，财政部将会同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

部门重点开展四方面工作：一是加强组织领导。推动各地财政、教育、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和学校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及时推进此项政策调整工作，修

订本地本校奖助学金政策，切实做好 2024 年国家奖学金名额增补和国家奖助学

金发放工作。二是强化资金保障。本次政策调整所需资金，继续由中央财政和地

方财政按照现行渠道和分担方式共同承担。三部门将督促各地统筹安排资金，及

时下达预算，对资金使用和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三是加强培训指导。全

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和全国技工院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办公室将面向各地各校

广泛开展业务培训，拓宽政策培训渠道，详细解读政策内容，确保政策执行规范

到位。四是加大宣传力度。创新政策宣传方式，通过主流媒体、门户网站、公众

号等多渠道开展宣传解读，让好政策及时惠及广大学生，切实发挥好学生资助政

策助困、奖优、引导、育人功能。


	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司局负责人就调整学生资助政策有关问题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