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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 年以来，教育部把财务管理

作为管理学的二级学科，并把财务管理

专业列入了本科专业目录。自此，不管是

综合性大学还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基本

上都开设了财务管理专业。而应用型本

科院校的人才培养规格不同于一般的综

合性大学，其着重点在于知识、能力和

素质的全面协调发展，基于服务地方经

济或区域经济为目标，还着重于培养学

生的创新能力。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人

才培养的特点，笔者认为，在构建财务

管理专业课程体系时，应注意以下两个

方面的问题：

（一）与其他专业课程的协调问题

纵观国内外，财务管理作为一门学

科并非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逐渐从管理学或经济学学科

中分离出来的，具体而言，就是从金融

学和会计学中分离出来的。至于财务管

理专业究竟应该归属于经济学还是管理

学，目前学术界还 存在争论。但是，不

管争论结果如何，在设置财务管理专业

课程体系时，应注意与会计学和金融学

专业课程的协调。

1. 与会计学专业课程的协调。从我

国财务 管理专业 发 展的历程 来 看，20

世纪 90 年 代以前，由于我国实行计划

经济，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体制

表 现为“ 统收统支”、“ 利润留成”、“ 利

改税”等，企业缺乏进行财务管理的大

环境，因此，在高等院校的课程设置方

面，财务管理仅作为会计学专业下设的

一门课程，主要研究企业的资金运动，

为计划经济理财服务（刘淑莲，2005）。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我国逐步实

行市场经济，如 何规 范企业的财务 行

为、加快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保证企

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提 上了日程。由此，

财务管理专业逐渐从会计学专业中分离

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但是，由于

长期以来财务管理归属于会计学专业，

因此，很多高校在财务管理专业课程设

置方面不可避免地打上“ 一多一少”的

烙印，即会计学课 程过多，财务管理课

程过少，从而使得财务管理专业毫无特

色可言，仅仅成为会计专业的延伸。应

用型本 科院校要构建全 新的财务 管理

专业课程体系，必须要遵循财务管理专

业 和会 计专业同是管理学一级学科下

属的两个平行专业的原则，要改变以往 

“重核算课程、轻管理课程”的做法，在

专业课 程设置时要真正体现 财务 管理

专业的特点。

2. 与金融学专业课程的协调。从国

内外的实践经验来看，财务管理专业通

常被认为是从管理学或经济学学科中分

离出来的，因此 在专业设置时，通常把

财务管理专业设在管理学下的金融学院

（系），或经济学下的金融学院（系）（刘

淑莲，2005）。这种认为财务管理隶属于

金融学的观点，直接影响着财务管理专

业课程的设置，主要表现为“一重一少”，

即重视金融学，包括微观金融学和宏观

金融学的课程设置，如财务管理专业课

程设置主要有投资学、货币经济学、公

司财务等课程，而很少或基本不设置财

务分析、公司财务案例研讨等课程。基

于以上的分析，笔 者认为，作为应用型

本科院校，其人才培养目标是为当地经

济发 展服务的，因此，财务管理专业课

程设 置不应过多涉及金 融学专业的课

程，学生在掌握一般的金融学专业知识

的基础上，应着重于对公司财务问题的

研究，通过理论课程设置，使学生系统

地掌握公司财务的一般分析方法，并辅

之以实验类型的课程，提高学生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理论 课 程与实践课 程的设置

比例问题

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把财务管理理论

与公司的实际财务行为相联系，提高学

生解决问题的能力，一直是应用型本科

院校财务管理教学的重心。财务管理理

论课程与实践课程设置不合理，必然会

出现“重理论、轻实践”或“重实践、轻理

论”的问题 ：理论 课程过多，会减少学

生对公司实际财务问题的分析和研究，

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实践课程过多，则会使学生的财务

分析能力缺乏理论基础，财务管理教学

陷入专科教学模式，使得学生只知其然，

而不知其所以然，不利于学生创新能力

的培养。作为应用型本 科院校，主要是

培养实务专家型的高级财务人才，为达

到这个目标，必须要制定合理的人才培

养计划，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课时要

保持一个适当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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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由中国服务贸易协会、

中国信息协会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中

国客户服务峰会暨 2009-2010 第五

届中国最佳客户服务评选活动颁奖

典礼在北京举行，中国民生银行凭

借精细化的客户服务管理水平和客

户服务品质荣膺“中国最佳服务管

理奖”和“中国客户服务突出贡献荣

誉大奖”。

（本刊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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