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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sonnel training and social demand, an eternal subject, is also a difficult problem of university. 
We take finance students of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By using statistical survey 
methods such as random sampling, we do the research about three aspects. We researched the 
view of China Women’s university finance graduates about the influence of curriculum and teach-
ers teaching level on employment, the graduates’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feedback, the finan-
cial professionals’ demand of the financial enterprise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data, we do the research from the curriculum, the comprehensive ability, the practical 
ability, the talents demands of enterprises and other several aspects.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social demand,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is out of line with the cur-
rent situation. There is a lag between the school curriculum and the social demand. Students are 
lack of ability of practice. Aiming to these questions, we propose suggestion and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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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是永恒的课题，也是高等学校面临的难题。以中华女子学院金融系学生为样本，运

用随机抽样等统计调查方法，对中华女子学院金融学专业毕业生对于课程设置与老师教学水平对就业的

关系的看法；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和反馈；以及金融企业金融机构对于金融人才的需求三方面进行调查。

依据调查数据，从课程设置，自身综合能力，实践能力，企业人才需求等几个方面进行调查研究。研究

结论表明：人才培养方式相较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现状；学校课程设置相较于社会需求存在滞后问题；

学生缺乏实践能力。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相应的建议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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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到，要全面深化金融改革。中国经济正处于增长换挡期，金融领域都面临

转型升级，导致金融人才的质量和数量与经济社会需求之间不能有效衔接：[1]一方面金融机构找不到合

适的人才；另一方面，大量的金融毕业生也难以快速适应变化的市场，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因此，在当

前金融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探析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对策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本文以中华女子学院金融系为样本，采取了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的研究方法，对中华女子学院金融

学专业毕业生对于课程设置与老师教学水平；中华女子学院金融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和反馈；金融

企业金融机构对于金融人才的需求三方面进行调查。从而提出关于中华女子学院金融系人才对接社会需

求提出针对性的策略与建议以及给予其它高校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方面一些参考。 

2. 调查设计与研究对象界定 

2.1. 调查对象 

2.1.1. 问卷调查毕业学生 
本调查搜集到中华女子学院近 5 年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金融学专业毕业生的信息，采取概率抽样中

的分层抽样。每个年级人数均控制为 80 人，按照年级划分为不同的 5 层，分别从 5 个层次中进行简单随

机抽样。每层抽取 40 个，共计 200 个作为我们的问卷调查样本。 
他们具有一定的职场经历，对课程设置有更多的想法和认识，同时对自身未来的就业规划有一定的

思考。从人才供给的角度探析本科金融人才培养现存的问题。 

2.1.2. 访谈毕业学生 
本调查搜集到中华女子学院近 5 年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金融学专业毕业生的信息，每届毕业生人数

均控制为 80 人，采取概率抽样中的分层抽样，以年级为标准化分为 5 层，每层抽取 4 人，共抽取 20 人

作为我们的访谈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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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校金融专业毕业生进行访谈，了解真正走入职场的应届生需要具备哪些能力，以及在校期间最

应培养的知识或者技能。从人才供给的角度分析金融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对接的缺口。 

2.1.3. 访谈金融机构 
本调查把毕业生毕业后就职的金融机构大致分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银行业非存款类金融机构，

证券业金融机构，保险业金融机构。从四类中分别选取了商业银行、投资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

几类最典型的，毕业生选择最多的金融机构进行访谈。通过非概率抽样中的方便抽样，利用有限的人力

资源选取金融机构进行调查。每类机构访谈了 2 家，共 8 家机构的访谈结果作为我们的调查样本。在 8
家金融机构中，我们每个机构访谈了 1~2 人，具体包括包商银行人力资源部经理，宁波银行北京分行某

支行总经理、副总经理；中信建投期货有限公司某营业部总经理，超赢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人力资源

部；九州证券北京分公司某支行经理，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经理；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顾问营销部经理，泰康保险集团北京分公司经理。 
了解金融机构目前对人才有哪些要求及期望，从人才需求的角度探析社会目前的需求状况，找到毕

业生的不足，从而寻找人才培养与社会对接的差距。 

2.2. 实施调查所用的材料 

调查的问卷共有 11 题，10 道客观题，1 道开放性题目。问卷主要涉及几个方面：毕业生对课程设置

的看法；课程设置对就业的帮助；以及自身应该如何提高社会竞争力三个方面。共发放问卷 200 份，收

回 200 份，有效问卷 200 份。 
对毕业生访谈的题目共有 8 道，均为主观题。题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自身如何看待高校教育与企

业需求脱节的现状；在校期间学到的哪些东西在职场中最有用；应届生如何选择考研与就业。 
对金融机构访谈的题目共有 8 道，均为主观题。题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金融专业毕业生需要哪些

素质和能力；对毕业生的成绩和所持证书数量是否在意；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和企业需求的人才的差异

主要存在哪些方面。 

2.3.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取调查问卷法和访谈法。 
在调查样本，通过网络发放问卷，把问卷链接一一发给调查样本中的每位毕业生，确保所有人都完

成了我们的问卷。在访谈毕业生时，我们基本采取电话调查访谈。在电话访谈中，我们根据事先拟定的

访谈提纲提问，或者自由交谈，同时录音记下通话内容，事后整理出访谈报告。这样比面对面更加节省

时间和成本。在访谈金融机构时，为了避免他们过于忙碌而不愿意长时间接听电话，我们选择事先约好

时间，进行面对面访谈。 
问卷调查法是量的研究的体系中一种，而访谈法是质的研究的体系中的一种。调查问卷法搜集到的

数据量大，更为科学。但是无法判断答题者的态度。访谈法针对每个样本可以进行深入分析，更加灵活，

但是对访谈者的素质也有一定的要求。但是得到的结果难以进行量化分析。因此，两者结合使得研究更

加科学严谨，同时具有人文性。 

2.4. 调查误差的控制 

选择扩大样本容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小抽样误差。对于非抽样误差，本研究中主要涉及问卷的理

解误差，通过问卷的试发放，让部分毕业生先进行试填，试填结束修改问卷后再进行发放。在统计和分

析过程中反复审核，减少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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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查结果分析 

3.1. 金融学毕业生对所学课程的看法分析 

3.1.1. 课程设计 
通过对图 1~图 3 分析可以得出，毕业生对课程设置的满意程度并不高，认为教学内容没有以学生的

就业为指向，学非所用。最重要的是课程设置在教学中没有做到足够的与实践相结合。 

3.1.2. 课程设置对就业的帮助情况 
通过图 4，图 5 分析可以得出，大部分毕业生认为学校设置的课程对于就业并没有多大帮助和影响， 

 

 
Figure 1. Degree of satisfaction of curriculum 
图 1. 对专业课设置的满意程度 

 

 
Figure 2. The most satisfying part of school teaching work 
图 2. 学校教学工作最满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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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biggest problem of school curriculum 
图 3. 学校课程设置的最大问题 

 

 
Figure 4.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the major courses and employment 
图 4. 所学的专业课程与就业的相关程度 

 

 
Figure 5. Degree of help public courses in school settings for employment 
图 5. 学校设置的公共课程对就业的帮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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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相较于公共课还稍微好一些，但是不可忽略的，课程与就业仍然存在脱节问题。 

3.1.3. 如何提高社会适应能力 
通过对图 6~图 8 分析可以得出，金融系毕业生认为学校目前提供的知识和技能还有一定程度的缺口。

为了提高毕业后的社会竞争力，希望学校能够在考证方面进行辅导。 

3.2. 对毕业生的访谈分析 

首先就高校教育与企业需求脱节这一方面，通过对毕业生的访谈，调查发现目前高校教育与企业需

求脱节现象严重，主要体现在课本知识与社会实践差距较大，毕业生表示大学期间学的知识散乱繁杂，

在工作中用到的很少；大学生的思维能力与工作方式达不到企业的要求，现在很多企业都要求毕业生具

有创新的思维方式，而在校期间只是一味的汲取知识，并没有在学术或者其它方面做到思维一定的创新。 
其次对于应届生考研与就业的选择。毕业生认为考研和工作并不冲突，完全可以先专心备考，全身 

 

 
Figure 6. Whether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learned in school is enough or not 
图 6. 在学校所学的知识和技能是否够用 

 

 
Figure 7. Whether the school need to carry on guidance to the certificate aspect 
图 7. 学校是否需要对考证方面进行一定的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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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8. How 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in employment 
图 8. 如何提升自己在就业中的竞争力 

 

心投入。如果没有考上再找实习工作也来得及，不用担心没有工作；第二要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考研，选

择考研是为了在提高学历水平的同时，在企业实践中增强个人能力。如果确定不考研，一定要参与实习，

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份工作。 
最后对金融人才培养的建议。中华女子学院金融系毕业生认为学校应该提高学生对于所学专业知识

的重要性认知程度。目前普遍存在在校时被动学习，被动思考的局面，十分不利于培养自学能力，独自

思考能力。同时，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紧跟社会趋势，引导学生了解金融前沿知识，可综合运用多种

教学方法，着重培养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素质。金融学专业是一个实用型很强的专业，学校应该

加大对实践和实习教学环节重视程度，完善实验室建设和实践基地的建设。 

3.3. 对金融机构的访谈分析 

调查发现高校培养的人才与企业需要的人才主要存在下面几方面的差距：应用类金融专业知识储备

不够充分，在面对工作时不能高效运用上所学的知识完成工作。缺乏丰富的实习经历，这是大多数应届

生的现状，本科期间没有利用好资源去不断实习丰富经验，导致在初入职场时需要很长的一段适应时间。

在工作中好高骛远，不愿意从最基础的业务做起，但是自身能力又无法胜任有难度的工作。 
通过调查，可以得出金融机构首先要求毕业生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比如专业知识水平与理论知

识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应用型专业课程，保证你在未来入职时能快速步入正轨。在非专业能力中，最重

要的是自主学习能力。企业不会给你太多的时间去学习新的东西，所以自身要具备较强的自学能力。这

一点应该是目前大学毕业生较为缺乏的一点。大多数应届生在大学生活中仍然停留在填鸭式学习的状态，

思维缺少创新，缺少自己的想法。  
其次金融机构看重的就是实习经历。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对于应届毕业生在实习这一方面的还是有一

定的要求。然而我校金融专业学生在大学四年接触金融机构的机会较少，能够进入到大型企业实习更是

有难度。企业希望学生在学校期间，一定要选择一些与专业相关的机构去实习，积累经验，并且尽量选

择大型的公司企业，有一定名声和威望的。在成熟的金融机构，可以养成好的工作习惯，自我管理习惯。

这样的实习经历才能真正为自己的简历加分。 
再者就是综合素养[2]。在被调查的金融机构中，所有的金融机构都希望应届毕业生在与人交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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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处世，以及团队能力方面有一定的突出。甚至是作为金融服务者的外在形象以及个人态度方面，希望

初入职场的毕业生能够多学多听多看多思考，心态积极向上，踏实做事，谦虚，自信但不自傲，要沉得

下心来做一些最基本最简单的工作。 

4. 调查问题思考及结论 

4.1. 人才培养方式相较于社会需求的脱节 

研究表明，现阶段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存在严重脱节。首先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学校教育仍旧偏

重理论知识，实践经验十分少，学生只能纸上谈兵，而企业需要的是真正的应用型人才[3]。其次是学生

需求与教学内容脱节，学生希望学到的许多知识在课堂上并没有呈现，而部分的课程传授的知识却又让

学生觉得没有实际意义，导致学生对于课程缺乏兴趣。再者是人才培养与社会的脱节，互联网金融的趋

势下，每个人都应该具有创新意识，在校期间被动的传授式教育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难以拥有社会要求的

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富有创新意识，懂得抓住时机的素质。 

4.2. 学校课程设置相较于社会需求的滞后 

一方面部分课程脱离社会，落后于社会，知识更新速度慢[4]。中华女子学院金融系对于课程体系设

置过于单一，还是以传统金融为主，偏向理论，例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央银行学、国际金融等，很

少涉及期货、证券等其它新型的金融领域。金融专业的知识更新迅速，仅仅拘泥于课本显然是不够的。

另一方面，目前高校教育普遍是为了进入某个企业，努力学习死知识去考去相关证件，导致许多没有任

何实际工作能力的书呆子出现，却无法培养学生能力。很多毕业生在毕业后不能直接上岗，其余至少要

经过半年左右的培训才能上岗，也就意味着大学教育是滞后的。 

4.3. 学生缺乏实践能力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金融机构很看重应届毕业生的实习经历以及实践能力。实习是可以最直观真实

了解专业的方式。而中华女子学院金融系的学生在校时所获得的实习机会太少，与金融机构的接触机会

较少。中华女子学院金融系对学生的培养目标中强调宏观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忽视微观实践技能

的训练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培养出来的学生创新意识和综合能力较差，有的甚至在实践中的操作能力都

显得不够，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金融企业对金融专业人才的要求。 

5. 对策及建议 

5.1. 对学生自身就业竞争力提高建议 

5.1.1. 学好专业课 
专业课是学科的基础课程，是进入工作环境必不可少的知识储备，在校期间要做好认真学习专业课

决心，建立完整的知识体系。在未来就业时有了足够的知识储备才能够对工作做到游刃有余。而且，毕

业没有进入金融领域的部分毕业生也认为我们大学四年学的许多知识在以后的生活中都有一定的作用。

另一方面就是为了考研做准备，因为许多留京的毕业生发现我校因为在北京处于中游水平，不具有较强

的竞争力，通过考研继续深造也是很好的选择。 

5.1.2. 积极参加实践 
实习是了解专业最直接的方式，是理论与实践结合最好的方法，通过实习从实践层面了解专业，发

现自己真实的潜力和兴趣，为以后奠定了良好的事业基础，也促进了整个社会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在

校期间所学课程理论性太强，真正接触到实际工作时又是另外的样子，如果能够提前得到锻炼适应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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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差，那么在未来就业时需要适应的时间会更短，会有更强的竞争力。 

5.1.3. 提高自身软实力 
如今金融机构都很注重员工的情商，尤其是服务性质的工作。大学生活中的各类经历就是他们考察

情商的途径。如果能够有意识培养自己的综合素质，学会沟通，那么在就职时会有很大优势。其次，自

主学习能力是我们需要在校期间认真培养的，入职以后没有老师专门答疑解惑，需要通过自己去学习各

种各样的新知识，快速接受新事物新知识是十分重要的。 

5.2. 对学校人才培养建议 

5.2.1. 完善人才培养方案 
随着时代不断的发展，中华女子学院金融系设置的培养方案需要不断的更改与创新，应遵循现代

教育理念，以课堂理论教学为基础，以强化“应用型”及“创新型”的培养为重点，以立体化、多样

化的教学手段为保障，重点构造多渠道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式。在设定培养方案的时候，不应该一味

的追求学生的学分是否达到教育部门的规定，而应该注重学生是否真的能够从课程中学到有用的知识。

中华女子学院金融系在制定培养方案上过于重理论轻实践，导致部分同学为了不挂科而学习、为了考

证而学习，应该加强对学生自主能力的培养，体现专业优势、学校特色，从而培养具有高素质的专业

技能人才。 
同时，在完善培养方案时，应该真正“深入基层”，了解学生真正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充分考虑

学生的要求，从而制定合理合规，让学生愿意接受的培养方案。 
在教学体制上，应该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一方面增加与各大财经院校交流学习机会，学习

别人的长处；一方面强化国际交流体制。而不仅仅限于英国、日本、美国等部分发达国家。可以考虑与

部分国家建立长期稳定的教师培训和学生培养的国际交流体制，每年派有条件的学生进行国际交流，开

阔学生的视野，让大家感受国外不同的教学理念和模式。 

5.2.2. 增加学生实践能力 
调查结果显示现在金融机构和企业需要的人才，不仅仅需要具备扎实的的理论功底，熟练掌握银行、

保险、证券管理的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还需要具有较强的金融业务操作的实践能力。在课程体系的设

置上面，中华女子学院金融系不仅仅要考虑突出市场性与前瞻性相结合，还要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操

作能力、应用能力的培养。学校可以通过加大建设经费的投入，建立金融学专业对口的全真模拟现代证

券、现代银行专柜员实训中心，提高利用率，使学生在实际模拟操作中，真正认识并体验商业银行柜员

储蓄、现金出纳、支付结算、信用卡、理财等业务。 在实践周的安排中，中华女子学院金融系应该多带

同学去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去实习以及开展关于这方面的讲座，从而让同学们更好的了解与自身专业

相关的机构以及对自己未来职业的规划。 

5.2.3. 建立校企联合培养机制 
校企合作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方向，也是培养复合型高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华女子学

院金融系应该重视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建立长期有效的校企合作模式，提高学生的实践技能[5]。
一方面，金融学专业实训内容与设计应充分考虑合作企业，例如银行、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的意见，将

金融机构实际业务纳入到实践教学环节中，以金融机构岗位需求构造实训教学计划；另一方面，学校可

以与银行、保险公司等多家金融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建立校外实训基地，使学生有机会、有条件、

在真实的工作岗位上，参加教学实践活动，或进行岗位实习。这样就可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避

免了理论与应用发展的偏差，使学生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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