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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理财学——
一门充满活力的年轻学科

东北财经大学教授

现代理财学是一门充满活力的年轻学科。

理财学的活力主要体现在 ：信息量大，兼收并蓄了当代企业管理学、金融市场学、证

券投资学等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成为包容海量信息的交叉学科；内容更新快，近几年理

财新理念、新模型和新方法等层出不穷；日益受到社会重视，仅从受公众普遍关注的会计

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有关考试科目设置的变化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说理财学年轻是因为它还很不成熟，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是内容体系不稳定。从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使用的财务管理教材内容的变化

看，尽管各章节的名称变化不大，但前后顺序的安排差 距比较大，如 2006 年之前的版本，

都将筹资的内容安排在投资之前，2007 年则将投资的内容安排在了筹资之前。

二是支撑理论不够成熟。理财学中存在不少缺乏公认的“假说”，如关于财务管理目标

的表述就有三、四种之多；在收 益分配的股利分配理论方面，也罗列了股利无关论、股利相关论、

所得税差异理论、代理理论等形形色色的说法。

三是术语不统一，缺乏规范性。理财学的许多概念都是“舶来品”，一词多译现象十分普 遍，

如 N e t C ash F low 有净现金流 量、净现金流、现金净流和现金净流入量 等不同译法，R a te o f

R e tu rn 也有收益率、报酬 率、回收率和回报率等几种译名，至于究竟什么是收 益、报酬和回报，

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则无人关注。也有不少理财学教材将本学科的专门术语与其他学科的术

语相混淆，如将理财学中的“折现率”与票据交易中使用的“贴现率”混为一谈。

四是对某些关键理念缺乏科学解释，部分计算公 式不准确。如理财学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

财务管理一定要设置 E B IT 这个指标；几乎没有哪本理财学教材能讲清楚科学预测息税前利润

不能使用“E B IT=P + I”算式的道理；关于全部投资 N C F 中之所以不包括利息因素的理由也属于

全盘照搬西方不准确的说法。在许多理财学教材中，D O L 的作用被限定在衡量营业风险方面，完

全忽视了它在财务预测中的作用，究其原因就在于不少人不知道“按某期已知的边际贡献（或贡献

边际）除以同期利润（或 E B IT）计算出来的 D O L”究竟反映的是哪一期经营杠杆的水平。

五是某些表述在逻辑上经不起推敲。如许多理财学在介绍项目投资决策的净现值时，错误地

将折现使用的折现率规定为某一特定常数，如资本成本、机会成本或投资者要求的最低报酬率；

许多理财学教材将筹资和投资武断地解释为筹资行为 和投资行为，或将这些行为与相关决策混

为 一谈。现实情况是，企业必须先进行投资决策，只有在确定了投资对象及所需投资量后才能按

照优化资本结构的要求实施筹资行为，最后才会真正发 生投资行为。此 外，理财学还存在财务主

体定位不准确、盲目套搬其他学科现成结论以及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

对此，我们应积极地以科学的态度认真研究财务理论，不迷信现成结论，及时总结实践中的

成功经验，推动这一年轻学科不断走向成熟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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