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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扬参加金融工程学术年会(9月19日)

文章作者：

    近日，由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工程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数量经济学会金融工程研究部共同主办的金融工程2003年学术年会在北京举行。中

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黄达、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乌家培、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赵海宽、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兼中国金融学会秘

书长谢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中国数量经济学会理事长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中央

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等金融工程专业委员会顾问出席会议并分别在大会上发言。来自全国各著名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商业银行及证券机构

从事金融工程教学、科研及应用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出席大会。清华大学宋逢明教授当选为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并作了题为“金融工程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主题报告，介绍金融工程的发展历史、定义、核心技术及其在国内实务界和学术界的发展，展望

了金融工程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本次学术年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中国金融工程学科建设”、“中国金融工程应用”、“金融工程和IT应用”三大主题进行了

研讨。 

  在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迫切需要高素质的金融工程专业人才的背景下，作为人才培养的主力军的高等院校应该如何进行金融工

程学科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这是各大高校普遍关心的问题。来自上海财经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吉林大

学等十几所国内著名高校的金融院系负责人参加了“如何推动国内的金融工程学科建设和加快培养金融工程专业人才”的专题讨论。代表们

一致同意，金融工程不应该脱离经济学，特别是金融经济学这一理论基础，只有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一些工程技术手段才能正确应用。

因此，金融工程学科的建设应该以金融经济学为基础，以工程方法、信息技术为支持手段，为资本市场、金融中介和公司财务的发展提供创

新服务。与会代表对金融工程这一新兴学科体系的讨论异常热烈，一致认为深入讨论这一体系有助于解决目前金融工程专业挂靠学科混乱、

专业特征不鲜明的现状。针对金融工程专业人才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现状，代表们建议应考虑长线培养和短线培训相结合的人力资源开发战

略。 

  在“中国金融工程应用”的分会场，来自金融工程学界、业界的人士就如何利用金融工程技术改善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和加强风险管理、

如何利用金融工程技术推动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金融工程对于社会保障体系和商业保险业发展如何发挥作用以及金融工程如何支持国内的

金融创新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讨论中涉及了很多金融工程本土化的具体问题和金融创新的案例，比如两家外资银行推出了类似期权的产

品，用变通的方法满足了市场需求，目前很多银行、基金已经开始对金融创新产品进行改良等等。 

  “金融工程和IT应用”的专题讨论显示了业界对加强金融工程与金融信息技术结合的强烈需求，也暴露了目前国内金融工程与IT的结

合中的一些问题和困难。最突出的问题是相互学习的问题。国内目前的状况是：金融从业者不懂IT原理，IT从业者也不懂金融，这就急需

一个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过程。为了能让IT对推动金融工程在实际中的应用起到更大的作用，IT从业者希望可以通过细化金融工程研究

课题，再把它们实际化，转变成实际的工程项目，这样就能更清楚地去了解产品的最终用户，即金融从业者究竟需要他们做什么。其中，来

自IT行业的代表和其他与会者分享了他们在为基金设计具体产品过程中的心得：金融市场区别于其他市场的重要特殊性之一是一项产品的

推出很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外部社会效应，这就要求在进行产品设计时应考虑到该新产品对整个金融市场和系统稳定性的影响。由于目前在实

际设计产品的过程中，金融部门和IT部门的相互支持和了解有限，所设计出来的产品存在行业内差别小、同一化特征明显的现象。严重的

产品同一化现象往往会增加整个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因素，而具有核心竞争力、差异性较大的产品设计，以我国目前的水平还达不到，急需金

融工程方法论在相关交叉领域中的传播和学习。此外，与会者还就IT在金融工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个有趣

的比喻是如果把金融工程产品的推出比喻成做菜，那么金融工程师才是真正掌厨的一个，而IT从业者的工作就是如何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

为厨师订做出一套像精良的厨具这样的硬件系统，帮助金融工程师做好这一道“菜”。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金融工程被引进、介绍到中国以来，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这一新兴专业获得了蓬勃迅速的发展，今年，已经有10

所大学招收“金融工程”专业的本科生。然而，同任何新兴的交叉学科一样，金融工程专业目前也存在着学科体系混乱、人才培养不规范等

问题。与会代表的共识是，金融工程的前景是广阔的，但是需要各界人士不断努力，才能真正推动金融工程学科体系的建设和专业人才的培

养，使金融工程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兴学科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并茁壮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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