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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概况

2014年获批金融专业硕士授权点，2024年招收金融专业硕士生

37名。力图通过“产学研”相互促进，结合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及乡村振

兴的社会需求，在服务国家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等方面做出贡献。

多数专业学位教师具有在人民银行、证监会、银行、证券公司、

政府机构等专业实践经验，且部分教师持有金融分析师、注册会计师、

税务师等多种职业资格证书，70%的专业学位教师具有赴国际一流学

科与学校进行培训与学术交流经历。本学科围绕“广东省金融大数据

分析重点实验室”（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华南农业大学数

字乡村研究院”和“普惠金融与‘三农经济’研究中心”等智库机构组建

了多个高水平导师组。本学位点专任教师新增主持国家级项目 1项、

省部级项目 5项，在《中国农村经济》《财经研究》《International Review

of Financial Analysis》等权威学术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

二、研究生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金融学科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

育人，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强农兴农为己任，学科以华南农业大学

获批教育部第二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为机遇，推进各项改

革，全面提升育人育才水平。

立足学科巧寓思政于专业，推进课程思政铸魂育人工程。以培养

社会主义接班人为根本，守好意识形态主阵地。以党建“双创”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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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手，实施党组织建设质量提升工程。以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为准则，

凝聚思政队伍育人合力。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导向，做实农村金融社会

实践项目。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建立学生培养工作闭环管理制度，切实保障学生培养质量，夯实

培养成效及影响力。培养环节设计规范，实现闭环管理。明确导师是

第一责任人，设立实习管理小组，有事前的计划管理、事中的过程管

理和事后的考核管理，切实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制度落到实处。

重视落实专业研究生实习实践制度的落实。学生全部完成了实践

训练，实习历时 6个月。学生实习单位主要有银行、证券公司、基金

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用合作社等。专人负责组织建设、

管理办法、实习经费和实习基地建设等工作。采取集中和分散实习两

种方式，学生必须在金融部门或岗位实习。实习前进行实习规划、动

员，实习期间跟踪管理，实习后归纳总结，实习考核采取校内校外导

师和考核小组分别评分后加总的方式。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在培养方案修订方面，为了加强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特别新增必

修课《金融伦理与职业道德》，而且新增选修课《金融科技》《金融

分析与机器学习》，以适应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对金融行业产生的深

刻影响。按三个研究方向分别开设 10余门选修课程，对每个研究方

向的具体培养目标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培养环节设计规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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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培养计划、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学术交流、实习实践、撰写专

题报告等几个步骤，并将每个环节的工作进行细化，做到切实可行。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学位论文水平总体提高。学位论文以案例分析、产品开发、研究

报告等形式，运用金融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采取科学方法和技术手

段，对于剖析金融实际问题、提供决策咨询参考、进而深化金融体制

改革、服务社会发展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学生取得的应用型成果丰厚。学生积极参加海内外学术交流会议，

其中莫沛钊先后在第三届国际金融会议（AIFC）和第二十一届中国

金融学年会上汇报了《地铁开通和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基于股价崩

盘风险的实证研究》。黄思琳同学在 CSSCI核心期刊《统计与决策》

上发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收入心理账户效应检验》。

六、改进措施

加强与校外实践导师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学生动手实践能力，进

一步鼓励学生撰写案例分析、调研报告等应用性强的毕业论文。

进一步加强案例教学、实践教学，鼓励老师积极参加全国金融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的案例大赛。

拓展和校外金融机构的合作交流渠道，提供更多的机会让在校研

究生获得更多的实习实践与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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