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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金融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一、总体概况 

兰州大学金融学科建设历史悠久，基础雄厚。兰州大学金融学教

育起步于 20 世纪 30 年代甘肃学院时期的“银行会计专修班”。2011

年成为国家首批金融硕士专业学位点建设单位。同年，学校成立兰州

大学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开始招收培养金融专业学

位研究生，并形成了一定的特色。 

本学科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学科研人员 24 人，其中教授 6 人、

副教授 12 人、讲师 6 人，硕士生导师 24 人，22 人具有博士学位。导

师专业背景良好，年龄结构合理。优秀生源充足，“双一流”生源占

50%以上。 

本学科人才培养不断优化，培养质量不断提升，并首次开始招收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截止 2021 年底，本学科在校硕士研究生有 178

人，其中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74 人，非全日制 4 人。2021 年招收硕士

研究生 97 人，其中推免生 19 人，普通招考 78 人（含非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 4 人）。2021 年毕业硕士研究生 76 人，全部获得硕士学位。

毕业硕士研究生中升学 4 人、协议和合同就业 69 人，初次就业率达

到 96.05%。就业学生中，从事金融相关工作比例为 74%。 

本学科重视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截至 2021 年底，与华龙证券、

华龙期货、甘肃银行、兰州银行、甘肃普康集团、三七互娱公司等企

业联合累计建设校外实习实践基地 11 个，2021 年新增校外导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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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同时，校内设有专业金融实验室，配有 wind、同花顺等金融经

济类数据库平台。此外，2021 年本学科进一步谋划榆中校区金融实

验室申报方案，目前相关方案已上报学校。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课程体系全面融入课程思政。本学科坚持以中国金融改革发展

故事为讲解案例，持续推动专业知识与改革实践的有机融合，全面增

强学生“四个自信”。2021 年本学科全部课程均已融入课程思政元

素。 

2.持续实施党支部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持续优化党支部设置，

推进“双带头人”和样板支部建设，创建“一支部一品牌”，与金融

机构开展支部共建、“主题党日”联办活动，实施教工支部提质计划、

学生支部添彩计划、党课金课计划、党员志愿服务年度报告制度，促

进“三会一课”与思想引领、学科建设、专业学习、科研实践、创业

就业、心理健康“六结合”，切实提升了学科党支部组织能力，夯实

了学科基层组织堡垒。 

3.深化了以“结对共建谋发展，互帮互学共提升”为导向的支部

共建新模式。2 个教工支部和 2 个学生支部与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

兰州市金融办、甘肃银行、兰州银行、兰石集团等机构开展支部结对

共建，联合举办 15 次主题党日活动；1 个党支部被评为校级先进党支

部，2 人获校级优秀党务工作者，1 人获校级优秀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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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增强了思政队伍建设。通过招、培等方式形成了“专职为主、

专兼结合”的学科思政队伍格局，全体硕士生导师充分发挥作用，汇

聚了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合力。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1. 优化了培养方案。经过充分论证，将本学科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学制改为 3 年，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学制确定为 3 年；将本学科硕士

研究生入学考试统考科目由 303 数学三改为 396 经济类联考；将全日

制硕士研究生学费调整为 18000 元/年，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确定为

58000 元/年。新增了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持续推行“双导

师制”，优化了实习实践基地管理制度及校外导师遴选标准和工作职

责。 

2.加强了校企合作。持续对接金融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和行业校

友选派高水平业界导师，举办行业动态讲座，联合开设实务课程，共

建实习实践基地，开启订单式人才培养新模式，提供校内教师挂职锻

炼岗位，提供学位论文选题方向，强化了人才培养的实践导向。 

3.健全了质量保障体系。更新了教指委成员，优化了培养细则和

学位授予标准，健全了导师遴选和入职培训机制，完善了全过程质量

监控体系。 

4.强化了顶层设计。修订了《兰州大学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

实践管理办法》，更新了《全日制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考核

表》，新增了《非全日制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考核表》，进

一步规范了专业实践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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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1.优化了课程体系设置。优化了包括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选修课在内的 30 门结构合理的模块化“课程组合包”。 

2.加强了案例库建设。突出业界导师作用，联合业界导师开发案

例，加强了案例库建设，开发了以案例为主的实务课程。 

3.改进了教学方式。结合现代教学工具，改进了课程教学方式，

全面推动线上线下教学相互结合，促进教学和实践课程相互支撑。 

4.优化了导师聘评办法。修订了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

“聘用管理办法”和“上岗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校内导师和业

界导师遴选标准和上岗标准。规范了导师上岗、在岗培训体系。加强

了“双师型”导师队伍建设，鼓励教师考取金融相关职业资格证书，

优选中青年骨干教师到金融机构挂职锻炼，允许符合条件的教师到金

融机构兼职。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1.研究生生源质量总体有所提升。 

2.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平总体提高。 

3.研究生国际合作交流有序增加。 

六、改进措施 

1.持续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全方位、多渠道吸引优质生源报考，

稳步提升研究生生源质量，强化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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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续拓展和境内外学术机构的合作交流渠道，提供更多线上线

下交流机会让在校研究生提升科学研究能力。 

3.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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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提高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案例分析、调研报告等形式的比重。 

4.持续拓展和校外金融机构的合作交流渠道，提供更多线上线下

机会让在校研究生获得更多的实习实践与就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