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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财经教育是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财经教育密切联系我国的国家

经济建设。本文通过对中国高等财经教育领域标杆院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的成就进行回顾、探索和经验总结，提出重视

和做好大学文化传承、面向数字经济搞好高等财经教育的创新发展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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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述

传承和发展，是高等教育办学过程中的“一体两翼”。2019 年 11 月 15 日

至 16 日，“新中国高等财经教育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

举行。来自中央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广西财经学院、浙江工商大学、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中国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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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院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档案馆、发展规划处、高等教育研究等部门的专

家学者共 30 余人参加了研讨，全面总结 70 年来我国高等财经教育的成就和经验，

展望我国高等财经教育的未来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陈信元出席研讨会并致辞，简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高等财经教育经历的学习探索、改革转型、创新发展三个阶段，总结了高

等财经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所取得的

成就和经验，强调了高等财经教育在新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希望面对新时代新形势，与会专家、学者们在跨界的研讨交流中能

够碰撞出创新性的思想火花，为更好地促进我国高等财经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

智慧和启迪。

与会专家学者们围绕会议主题和议题，介绍了所在高校的建校历史、办学

特色与学术传承，交流了不同区域、不同基础的财经类高校在“双一流”建设

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困难，分享了所在高校在交叉学科研究、高端人才培养方

面所开展的创新性探索与尝试；探讨了在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不断发展与

应用的新形势下，高等财经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方面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等等。

2  上海财经大学等高校的探索与尝试

2.1  上海财经大学

上海财经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所

长应望江以详实的数据、严谨的逻辑，从伟大成就、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

向未来四个方面阐述了新中国高等财经教育新的历史方位，并提出了在传承中

创新、在学习中追赶的奋斗目标以及实现新超越的可能性。应望江认为，经历

70 年的发展，高等财经教育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2018

年年底，按学校类别统计，全国共有财经类院校 265 所（含高等职业学校 139 所），

占教育部普通高校总数近 10%，排名仅次于理工院校（932 所）和综合大学（631

所）。按学科统计，经济学在校本科生人数为 96.2 万，管理学在校本科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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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为 299 万，两者合计 395.2 万，占全国在校本科生总数的 24%；经济学在校

研究生人数为 8.9 万（含博士生 1.4 万），管理学在校研究生人数为 36.3 万（含

博士生 2.6 万），两者合计 45.2 万人，占全国在校研究生总数的 17.1%。按教

师统计，经济学专任教师数为 8.9 万，管理学专任教师数为 14.5 万，两者合计

23.3 万，占全国高校专任教师数的 14.3%。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共有 9

所财经院校的 16 个学科获 A 档，占 A 档总数（60 个）的 26.7%。上述成就的

取得，不仅体现了我国高等财经教育 70 年来的改革与发展，也体现传承与创

新的辩证统一，即传承是创新中的传承，创新是传承中的创新。当前，我国教

育事业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征程，更要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做到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和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更

大贡献。

建校 100 年来，“厚德博学，经济匡时”的校训，凝聚着贯穿学校办学始

终的初心和使命，诠释了上海财经大学对“为谁培养人”“为谁办大学”的深

刻理解。建校初期，郭秉文 a 校长以其“三育四衡”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主

张训育、智育、体育“三育并举”，注重“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

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外的平衡”。国立上海商学院时期，学校

在章程中明确宣布，学校“为研究商业学术最高机关”，确定了“为研究商学

而设，为培植商业人才而设，为领导商人而设”的办学宗旨和崇高使命。解放

后的上海财经学院时期，学校以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为己任，力求为

国家培养掌握经济命脉的企业管理人才和财经管理人才。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

新世纪以来，学校坚持精英化人才培养的定位，以“复合型、外向型、创新型”

为培养规格，促进学生“素质、知识、能力、体格”全面发展。新时代，学校

确立了扎根中国、放眼世界、立德树人、追求卓越的人才培养理念，培养具有

全球视野和民族精神，富有创造力、决断力及组织力的卓越财经人才。正是在

这些积淀百年的办学理念引领下，人才培养成效日益显著，生源质量在全国高

a　郭秉文（1879-1969），男，字鸿声，原籍江苏江浦（今南京浦口），生于江苏青浦（今上海青浦）。

教育家，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事业的先驱，被称为“中国现代大学之父”，上海财经大学主要创始人之一。



·4·
传承与发展：新中国高等财经教育回顾与思考 2021 年 1 月

第 3 卷第 1 期

https://doi.org/10.35534/fef.0301001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fef

校名列前茅，毕业生就业质量保持高水平稳定，社会声誉稳步提升。

进入改革开放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学校主动对标英国 G5 精英大学 b之一的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LSE）

和日本历史最悠久大学之一的一桥大学（Hitotsubashi University），充分借鉴国

际高等教育先进理念和办学经验，积极探索开放环境下高水平国际化师资队伍

建设，引导鼓励“中国问题、国际范式”的原创性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构建多

层次、多类型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当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与商学、社

会科学均进入 ESIc 全球前 1%，相关学科已经进入国际一流、国内高水平行列，

一支高水平、国际化的师资队伍基本形成，国内外影响力显著提升。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上海财经大学围绕国家“双一流”建设需要，制定“六

个坚持”战略（坚持正确方向，坚持立德树人，坚持放眼世界，坚持敢闯善创，

坚持内涵发展，坚持追求卓越），并探讨提出实现超越的路径。具体包括：如

何统筹谋划新一轮学科建设、“十四五”规划、学校章程修订、深化各项改革，

如何建设有财经院校特色的新文科、新工科，如何开展有财经院校特色的通识

教育、创新创业教育、美育和劳育，如何实施书院制、导师制、学分制，如何

构建中国风格、财经院校特色的学派，如何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家战略和社

会发展贡献智慧和方案，如何传承创新有学校自身特色的大学文化，如何在深

化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中增强国际竞争力、如何打造坚强有力的资源保障体系，

等等。

2.2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高利红分享了中

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挖掘校史资源、打造校园文化地图，厘清学科文脉、编纂学

b　G5，又称 the G5 group 或 the G5 super elite，最早出现于 2004 年，是被英国媒体报道的 5 所精英

学校——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并称。

c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 ESI）是由世界著名的学术信息出版机构

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SI）于 2001 年推出的衡量科学研究绩效、跟踪科学发展趋势的基本分析评价工具，

已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学术机构、国家 / 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指

标工具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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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术发展史，梳理学术资源、汇编先贤文集，整合学科优势、创建中南历史

研究院等方面所做的创新尝试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其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学科学术发展史（1948-2018）》由中国财经传媒出版集团下辖的经济科学出版

社负责出版，分为史纲、学科和学术机构分史、学者名录、大事记四个部分，

编纂工作历时一年半，书本时间跨度 70 年，参与编纂人员数百人，成书 240 万

余字，分上、下两卷，可谓鸿篇巨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典文库——先贤

文集系列》首期出版 9 册，其中专著 7 册、论文集萃 2 册，包括范文澜 d 的《文

心雕龙注》、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马哲民的《经济史与社会经济概论》、

胡善恒的《财务行政论》、杨时展的《1949-1992 中国会计制度的演进》、刘叔

鹤的《中国统计史略》、曾宪信、江任天和朱继良合著的《犯罪构成论》，以

及王献枢、李贤沛、张家骧、易庭源、章若龙、蒋碧昆、曾昭琼、蔡次薛、谭

寿清等 70 余位先贤的学术论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更好地梳理学校发展历史，

总结学校建设经验与成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整合全校学科优势，新近成立了

中南历史研究院，并将此作为加快推进学校“双一流”学科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

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与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合作设立“中意法学研究中心”，

共同促进在罗马法研究方面的深入交流。

2.3  西南财经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档案馆馆长金元平分享了学校办学历史和其学科创建与发展

的曲折历程，重点介绍新世纪以来学校在主动服务对接国家战略的探索和进展：

一、紧紧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带一路”建设、金融

安全等重大问题开展持续深入研究，提供西南财经大学方案；二、主动服务四

川及区域发展战略，围绕“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全域开放”重

大战略部署及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西部金融中心开展协同创新研究，

d　范文澜（1893 年 11 月 15 日～ 1969 年 7 月 29 日），字芸台，后改字仲澐（一说字仲潭），浙

江省绍兴市人，著名历史学家。他主编《中国通史简编》，并长期从事该书的修订工作，还著有《中国

近代史》（上册）《文心雕龙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其中《文心雕龙注》一书，征证详核，考

据精审，究极微旨，为一时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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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西南财经大学智慧；三、加强与“一行两会”、大型金融机构等的合作，

以全新机制建设金融科技创新平台、产业技术转化平台、西财建行学院等，打

造社会服务的西南财经大学品牌；四、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新型财经智库，建好

西南财经大学智库，突出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研究，服务党和政府科学决策，

传播西南财经大学声音；五、发挥学科专业和人才优势，主动响应国家精准扶

贫战略，积极开展对口帮扶工作，勇担大学社会责任。目前学校拥有国家经济

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国家级法学教育实践基

地、国家级教育示范中心“经济管理实验教学中心”和“现代金融创新实验教

学中心”“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心”等一批师资力量雄厚的教学与科研机构；

学校主办的《经济学家》《财经科学》分别被评为全国高校社科名刊和精品期刊；

创办国内首本金融英文学术期刊《Financial Innovation》并被 ESCI 收录；拥有馆

藏丰富的现代化数字图书馆，也是目前西南地区最大的财经文献中心；设有西

南地区唯一的货币金融博物馆。

2.4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院长助理易宏勋梳理了我国职业会计教育的历史与现状，

重点分享了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培养方面所做的创新探索和

取得的成效。截至目前，全国会计从业人员已超过 2000 万 e，其中高级会计师

16 万（占比 0.8%）、中级会计师 196 万（占比 9.8%）、初级会计师 510 万（占

比 25.5%）、其他会计人员 1278 万（占比 63.9%），呈现严重的倒金字塔型，

为高等会计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机遇。易宏勋认为，随着传统会计教育

面临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冲击，高等会计职业教育也面临着培养方式的挑战、

培养内容的改变、培养方向与结构的调整、信息安全培训与法律边界挑战等，

建议发展会计职业教育时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必须提升会计学科的

层次，增加学科建设和评价的话语权；第二，必须反思会计研究方法，避免学

术研究模式化和单一化；第三，必须重视学术研究中的“跨行业”和“跨学科”

e　搜狐网：目前我国有超过 2000 万的会计从业人员［EB/OL］，

https://m.sohu.com/a/285266583_656852，2018-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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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拓宽会计学的研究视野；第四，积极主动应对人工智能挑战，包括升级

高校会计人才培养模式，适应会计人工智能新流程，培养管理会计尤其是加强

高端人才培养，加强信息安全培训及法律界定。

3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建议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提交论文并在会上宣读。论文由学校党委原副书记、博

士生导师贾怀勤教授主笔，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各个不同时期高等财经教育的

概念之称谓、内涵、特征、分布和演变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提出重视

和做好大学文化传承、面向数字经济搞好高等财经教育的创新发展等建议。

3.1  重视和做好高校精神的传承

高校精神（或曰大学文化），是支撑一所高校发展的精神动力，是体现一

所高校社会影响的软实力所在。没有一流的文化，就不会有一流大学。一所高

校的精神是多年积淀、凝练下来，可以由专门人士或组织所归纳成精炼的文字，

也可以通过体现在各种文字、声音、图像等信息资料中。

高校办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高校精神的传承。相比于学科建设、教学和

科研等具体方面的传承，高等财经教育的精神传承更为重要。因为后者是随着

时代不断进步的，而前者相对稳定，也更具有内涵指导意义。

新中国财经类高校的大学精神概括为下述几个方面。

3.1.1  学科和课程设置体现的经邦济世导向

财经类高校的财经教育瞄准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提

供理论支撑，为部门 / 产业发展建设智库和人才培育基地。

3.1.2  师生们的家国情怀

新中国早期建立的财经类高校是共和国的长子。它们因响应国家启动大规

模经济建设而诞生，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无论是承担教学科研任务的教师，

还是经国家选拔出来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都具有家国情怀，以国家的需要为

自己的志愿，为“大家”奉献自家。教师在教学任务和研究课题选择上，在埋

头苦干的工作中，处处体现家国情怀。学生在刻苦学习知识和服从祖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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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岗位上拼搏，也时时不忘家国情怀。

3.1.3  严谨的治学态度

新中国前 30 年实行计划经济由历史条件决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旧

中国所不能比的伟大成就。导向于部门经济学的高等财经教育，也为此做出了

历史性贡献。此时期广大教师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遵从科学精神，秉持严谨

的科学态度。认真钻研理论，深入经济建设一线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

是高等财经教育取得成就的重要保障。这个传统在改革开放时期得以发扬。

以上三点所体现的财经类高校的大学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仍需要继承和光大。

3.2  面向数字经济搞好高等财经教育的创新发展

各个财经类高校在传承自己学科∕专业特色的同时，要注重创新发展。如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提出建设以对外开放经济学科群为引领的一流学科，既有传

承，也有创新发展。这里讲的创新发展不是局部意义上的学科∕专业的创新发展，

而是整体性、划时代的创新发展，即面向数字经济搞好高等财经教育的创新发展。

3.2.1  人类社会正进入数字经济时代

近五六年来，许多高校都建起了大数据专业或大数据研究中心，这相对于

面向数字经济搞好高等财经教育的创新发展仍是局部举措。以大数据、云计算、

3D 打印、5G、区块链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兴起被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

正在全面改变着我们曾经所熟知的世界，在一定意义上颠覆着人类的知识。从

经济角度讲，社会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都可以被数字技术所“+”，或者

说数字化。数字化改变着个人、企业和国家三类行为主体内部和他们之间的交

往方式，包括生产、生活和交换、结算清算方式等，也提升了产业链和价值链

的运营效率。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使人类社会从农耕经济进入了工业经济，

第二次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得工业经济得以更广阔、更快速地发展的话，第四

次工业革命则是使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进入数字经济。

3.2.2  数字经济对既有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的冲击和颠覆

诚然，基本经济学理论和管理学理论并未因为数字经济的到来变得没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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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但是数字经济确实冲击了甚至颠覆了人们对经济学和管理学中一些认知。

（1）资源稀缺性说——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土地及其承载的资源，是有限

的，不可复制的。而数字资源是可以反复使用的，并且在使用中得到扩展。

（2）三次产业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正使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

业和第三次产业融合。

（3）生产率差异性说——企业之间竞争胜负在于其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

主要体现为生产率差异。

（4）国际贸易高成本说——国际贸易的固定成本显著地高于国内贸易。

面对数字经济的到来，高等财经教育应该对其教学内容作相应的调整。譬

如管理学，至少应该关注如下几点：（1）《生产与运作管理》由注重大批量生

产转向定制式生产（包括有形产品和服务的生产）。（2）《企业管理》的企业

组织和管理方式由注重科级式转向扁平式。（3）《营销学》的市场调查数据采

集由注重问卷调查转向利用大数据。

再如，应用经济学学科项下的国际贸易学，应该关注：（1）国际贸易突破

了原有的时空限制；（2）国际贸易商品出现了有形产品和服务的交融。如甲国

内两个居民之间的卖与买属于国内贸易，但是他们的交易使用了乙国的平台，

即乙国平台商向甲国居民提供了洽购和成交服务，从而收取服务费，即构成了

国际服务贸易。这种贸易方式的出现，给国家对贸易的管理、征税和统计数据

采集都提出了挑战。

数字在国家间的流动也会引发相关法律问题，如知识产权问题、数字流

动的自由与监管问题。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使得小微企业乃至

居民个人都能够参与到金融业务中进来，从货币银行学、投融资和保险角度

也对金融学提出了新课题。以上这些挑战都是高等财经教育要回答的问题，

应用经济学和工商管理学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在面临数字经济面前都有待

发展和创新。

4  思考

研讨会认为，中国高等财经教育 70 年的发展历史，是中国高等教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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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宏伟发展历史的一个缩影。其优良的办学传统和宝贵的办学经验，值得

我们深入的总结和凝练并进一步传承和弘扬。目前一些学校相继启动了校

史和学科（专业）史∕学院史的编写，以图厘清本学科（专业）的发展脉络，

总结经验，对重要学科人物和事件进行挖掘和整理。这些都不失为大学精

神传承的抓手。财经类高校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借鉴，进一步推动这方面

的研究。

2018 年 1 月，中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提出在构建

全方位开放办学大格局过程中，要积极理性地吸收外来文化，厚植师生家国情

怀和世界眼光，秉承“博学、诚信、求索、笃行”的校训精神，梳理总结贸大

历史，挖掘凝练贸大精神，保护贸大品牌和无形资产，构筑贸大精神文化体系。

2021 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即将迎来建校 70 周年。如何抓住这一有力契机，

加强统筹谋划、完善工作机制，形成上下互通、强化协作、多方联动、齐抓共

管的文化建设大格局，共同做好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这篇大文章，需要全校上

下的共同思考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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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New China,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s always closely related to nat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is 

thesis put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education in several key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Meanwhile, 

it also made suggestions on its innovation and promo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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