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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金融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的思考（全国《金融学》骨干教师进修班讲稿（之七）） 

广西大学 黄绥彪 岳桂宁 2002-11-14

一、金融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1、前瞻性原则 

    前瞻性原则就是要求金融学专业课程体系改革中的课程设置要能反映本国金融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从目前我国的发展情

况看，为了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金融业的混业经营进程实际上已经开始，这一进程很可能在十年之内就能完成。为了适应这一未来的发展趋

势，金融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体系应当是涵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的宽口径模式。 

    2、同一性与差异性相结合原则 

同一性与差异性相结合原则就是要求各办学院校在制定各自的金融学专业教学计划时，开设的课程既能保障学生掌握本学科、专业的基本必备

知识与技能，满足培养的学生具有“统一的成品规格”的需要，又能照顾到各办学院校的办学环境，反映出各自的办学条件与特色。因此，金

融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一门）、主干课程（若干门）作为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应由教育部统一确定，其余的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的开设，

则没有必要做出统一的硬性规定，应由各办学院校根据自身的办学条件自主确定。 

二、民族地区金融学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 

    高等院校所处区域环境的不同，教学条件的不同，培养对象的不同，培养目标的定位必然会有所不同。金融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在这方面

更是如此。从用人单位看，在发达地区，人才比较密集，往往可以通过分工协作、取长补短来推动金融业的发展，因此对人才更多地要求专业

理论知识的深度或在专业性上的高精度；而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学专业人才比较稀缺，在工作中高层次的合作者较少，因此要求专业人才有更广

的知识面、更好的适应能力和更强的开拓精神。从人才培养单位看，在重点院校，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可以通过考研究生进一步深造，日后从事

教学、科研等工作，所以理论教学显得相当重要；而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般院校，考上研究生的人数不足10%，也就是说，90%以上的毕业生都

要在当地从事实务性的工作，所以必须十分重视应用能力的培养。由此可见，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性院校金融学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应定位于应

用型人才培养上，即培养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比较扎实的经济理论基础和金融理论基础，具备应用金融学基本理论分

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较强的金融业具体业务操作技能，能够胜任金融领域工作的人才。 

    要达到上述培养目标，我们认为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从总体上保证所培养的学生符合金融学专业本科应该具备的基本规格要求。这就得弄清金融学专业本科的基本规格要求到底是什么。

我们认为金融学专业本科应该具备的基本规格要求包括：（1）应该具备基本的人文社科素质。金融学无论归属于经济学科还是管理学科，其

最终必从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所培养的学生必须具备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方法等基本素质要求，因此，开设诸如思想道德修养、哲学等课程

是必需的。（2）应该具备基本的数理基础。数和基础知识理基础是经济分析的工具，经济学科的学生不掌握经济分析工具，显然算不上合

格。因此，必须开设相应的数学课程：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等。（3）应该具备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经济学的理论和知识很

多，但是作为经济学科属下各专业都应该具备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我们认为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

学、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会计学、统计学。（4）应该具备金融学专业基础理论。我们主张金融学专业应该包括保险

在内，因此，金融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应该包涵银行、证券、保险三大领域的基本原理，其课程应该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金融学（或货币银行

学、货币金融学）、金融市场学、金融中介学、保险学。（5）应该掌握基本的应用性工具。如外国语、计算机操作技能等。 

    2、课程体系定位以宏观金融为主还是以微观金融为主，抑或是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并重。在国外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上通常有两种模

式：经济学院模式和商学院模式。经济学院模式是经济学与金融的融合，认为高等教育应该以学术研究为主，特别关注理论问题或宏观问题，

偏重于金融理论研究、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调控等；商学院模式则是以微观金融为主，特别关注金融市场，关注实践或微观金融问题，侧重培

养学生的市场分析能力、投资决策能力和实际业务的操作技能，该模式所培养的学生切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竞争能力强，就业前景较为乐

观。我国传统的金融学专业通常是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相统一的模式。比较上述三种模式，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我们认为国外的商学院模式

似乎更适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民族地区高等院校所培养的学生通过考取研究生，进一步深造的比例不高，毕业后从事理论研究或有机会参与金

融宏观调控者也非常之少，绝大部分学生毕业后要留在本地区从事实务性金融工作，因此，提高学生的市场分析能力、投资操作能力、具体金

融业务的工作能力，应该是民族地区高等院校金融学专业的主要任务。目前我国的市场金融理论尚不发达，与金融市场相关的微观类金融课程

与国外也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迫切需要增加、充实这方面的课程，具体说来包括：公司财务、投资学、金融工程学等等，民族地区高等院校

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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