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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贴合群体、吸引群体。

从 获 取 政 策 途 径 来 看 ，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生 获 取 资 助

政策信息的渠道呈现出途径众多、较为分散的特点。从

调研数据中可以直观分析出，目前学生能接触到的资助

政策宣传途径众多，其中较为突出具有宣传效果和覆盖

面的仍是与学生具有或直接性、或高频次接触的高中班

主任、大学招生宣传、辅导员老师宣讲三个信息传达渠

道。同时，《新生手册》作为新生初进校园、了解校园

的咨询手册，在资助政策宣传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仍要看到，一方面，在众多信息传播渠道中，辅导员

老师的宣讲作为覆盖调查对象最广的渠道，其覆盖率也

仅仅达到55.93%；另一方面，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

信息传播覆盖率仍是有限，在本次调研样本中的覆盖率

仅仅达到32.39%。这两者体现出目前的资助政策宣传

工作正处于多地点、多阶段共同发力的起步阶段，但资

助管理中心作为资助政策的第一知悉部门，其宣传的影

响力还有待提升，建立一个具有专业化服务的集中性资

助政策宣传中心，势必会进一步提升高校资助工作的质

量，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

（2）家庭经济困难生的群体分布特点

在调查结果的处理中，将家庭经济困难生样本的分

布作为因变量，将生源地特点、家庭收入情况、父母受

教育程度等作为自变量进行线性交叉分析，探究家庭经

济困难生的群体分布特点。

在本次调研中，家庭经济困难生的群体分布呈现出

生源地多为发展滞后地区、家庭年收入较低、父母的受

教育程度较低的特点。在调研统计的1164份问卷中，有

66.92%的受访者来自于农村地区，24.57%的受访者来

自于县城地区，仅有8.51%的受访者来自大中城市，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源地仍以农村地区为主。与此同时，

31.53%的受访者表示其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以下，55.67%

的受访者表示其家庭经济收入在1-5万元之间，仅有约

1%的受访者表示其家庭收入在12万元以上。这表明，

当前情况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主要成因仍旧是家庭

经济收入较低，但由于家庭变故等所造成的经济窘迫现

象仍然极少地存在着。不仅如此，在观察受访者父母文

化程度分布时，40.12%的受访者表示父母文化程度在小

学或以下，43.9%的受访者父母文化程度在初中左右，

13.14%的受访者父母文化程度在高中或中专，仅有2.84%

的受访者父母学历在大学本科及以上。从分布上来看，

家庭经济困难生的父母文化程度分布与家庭经济收入分

布具有相似性。两者之间的直接联系尚不能确定，但仅

从单个点来看，对于没有经济能力的学生而言，家庭经

济收入极易受到父母的经济收入能力影响，而家庭经济

困难生父母的文化程度则集中在小学初中。由此来看，

资助工作促进教育公平意义不只在于受资助者，更在于

受资助者的下一代。

（3）资助政策知晓度的群体化差异性

在调查结果的处理中，将调查对象对于资助政策的

知晓度作为因变量，将调查对象的生源地特点、家庭收

入情况等作为自变量进行线性交叉分析，发现家庭经济

困难生对于资助政策的知晓度呈现出生源地差异性、家

庭收入差异性。来自发展滞后地区、家庭收入低的家庭

经济困难生，较之于发展领先地区、家庭收入高的普通

学生，对资助政策具有更加全面、更加主动的了解。

生 源 地 差 异 性 上 ， 主 要 针 对 的 是 调 查 对 象 生 源 地

的发展状况，将其细分为大中城市、县城、农村三个等

级。从样本呈现的调查结果来看，来自大中城市的困难

生更早了解资助政策，来自农村地区的家庭经济困难生

对资助政策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具有更加强烈的主动知

悉资助政策意愿。这些调查情况反映了当下资助政策宣

传工作得益于大中城市宣传媒介的丰富性，在大中城市

的宣传取得了更好的宣传广度；农村地区生源地学生仍

然具有极大的、强烈的被资助需求。这些数据也从侧面

反映出不同生源地的学生对资助政策的需求度差异，发

展相对滞后地区的学生有更加紧迫的需求，与现实情况

以及资助工作促进教育公平的愿景相一致。同时也提醒

我们在宣传上仍要克服农村地区宣传的不利因素，继续

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宣传力度，满足农村地区学生的敏感

需求。

在家庭收入差异性上，家庭收入越低的经济困难学

生越早开始了解资助政策，也对资助政策的具体内容以

及资助申请流程更加了解，同时其家人对资助政策的知

晓度也更高。因此，从知晓度情况来看，家庭收入更低

的家庭经济困难生对于资助有着更为紧迫的需求，这促

使了其更加深入地了解资助政策。

显 然 ， 以 上 两 种 差 异 性 对 群 体 资 助 政 策 知 晓 度 的

影响与现实情况是基本相符的。在进一步将以上两种差

异性与资助政策知悉意愿做交叉分析时，其结果也呈现

出与知晓度相应的一致性：发展相对滞后地区、家庭收

入较低的学生本身就具有着更为主动了解资助政策的意

愿。这也客观解释了在相对一致的宣传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资助政策宣传呈现的群体性差异，具有更为主动了

解资助政策意愿的群体能带来更佳的宣传效果。

2、调查对象资助政策满意度分析

在对已有调查样本的调查对象资助政策满意度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