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 

 
一、主旨： 

020204 金融学专业指南 

【培养方向】 

本学科旨在培养具有坚实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具备宽阔视野、创新能力和组织策划

能力，社会经济工作适应性强，并具有独立研究和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本学科师资

队伍素质高，结构合理，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教

育部重大课题，一批省部级和上海市的科研项目，具备培养高质量人才的研究与应用基

础。自 1996 年以来，本学科已培养 1000 多名硕士研究生，毕业生主要在高等院校、政

府部门、公司企业从事教学、科研、政策研究和公司管理，为国家和上海社会经济发展

做出了贡献。 
二、投考简介 

1.招生院校 

排名 等级 学校 排名 等级 学校 

1 A+ 中国人民大学 11 A 湖南大学 

2 A+ 北京大学 12 A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3 A+ 西南财经大学 13 A 武汉大学 

4 A+ 南开大学 14 A 西安交通大学 

5 A+ 复旦大学 15 A 上海交通大学 

6 A 上海财经大学 16 A 东北财经大学 

7 A 中央财经大学 17 A 南京大学 

8 A 中山大学 18 A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9 A 厦门大学 19 A 清华大学 

10 A 暨南大学 20 A 同济大学 

2.考试科目 

应试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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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试笔试科目： 

金融学：货币银行学、

国际金融学概论 

三、参考书目 

初试参考书目： 

1.《经济学原理与应用》陈宪、韩太祥，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年 

2.《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第 9班）范里安，上海三联书店，2015 年 

3.《宏观经济学》（第 7版）曼昆，卢远瞩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 

复试-金融学： 

1.《货币银行学》李敏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 5月 

2.《国际金融学》陈信华、殷凤编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年 

3.近年金融改革的相关政策与研究文献 

四、三年录取分数线 

年份 外语 政治 数学/专一 专二 总分线 

2015 45 45 68 68 358 

2014 45 45 68 68 345 

2013 49 49 74 74 350 

五、三年报录比（以一级科目“应用经济学”进行招生统计） 



年份 报考人数 复试人数 录取人数 保研人数 调剂人数 

2015 748 —— 44 27 —— 

2014 700 —— 58 11 —— 

2013 698 —— 103 11 —— 

六、复试 

    我校全面实施差额复试，原则上各院系的复试比例控制在 1：1.2左右，部分院系

可根据学科特点、专业需要及上线考生情况适度调整复试比例。 

1.复试形式 

复试由笔试和面试（可含实践（实验）能力考核）两部分组成。复试满分300分。 

（1）专业笔试：主要是专业综合测试，重点考察考生对本学科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知

识的综合掌握情况。笔试满分一般为100分。 

（2）面试：主要考察考生的专业素质、综合素质及外语口语及听力等。每一位考生的

面试时间不得少于20分钟。每个复试小组对每位考生的作答情况进行现场记录，并妥存

备查；参加复试的教师独立评分；同一学科（专业）各复试小组的面试方式、时间、难

度和成绩评定标准原则上应统一。  

2.录取 

  各院（系）根据本单位的特点确定复试各部分的成绩比例，并在复试前向考生公布。

复试成绩不合格者（180 分以下），不予录取。考生的最后成绩为统考初试成绩与复试

成绩之和。录取时按考生最后成绩排序，由高向低顺序录取。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

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七、名师 

应益荣：1982 年 7月本科毕业于西北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1994 年 6月硕士毕业于西

北大学数学系数学专业，2000 年 4月博士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数学系应用数学专

业。2000 年 4月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2000 年 9月至 2002 年 6月在上

海交通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做博士后。2004 年 6月至 2004 年 7月在法国里尔科技大

学做高级访问学者。曾任西北建筑工程学院基础部副主任。现任上海大学经济学院金融

学系教授，金融学系副主任。现在是上海市金融工程学会的理事，中国运筹学会企业运

筹学会理事，中国运筹学会不确定系统学会理事。主要从事的研究领域：金融工程与证

券投资；投资管理与风险分析；管理科学与运筹技术。 

王国松 ：现为上海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主要从事金融专业教学和研究，任金融

专业硕士生导师。学术成果获奖有 2006 年 10 月获第八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研究

成果奖、2006 年 12 月教育部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八、学费与奖助学金 

1.学制与学费 

专业 学制 学费 

金融学 2.5 年 8000 元/学年 

2.奖助学金 

    上海大学依托地区经济优势，逐年加大经费投入力度，通过提高待遇水平，吸引优

质生源，鼓励学生专心学业。 

（1）国家助学金。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凡被上海大学正式录取的全日制脱产方式学习

的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将获得 6000 元国家助学金。 

（2）国家奖学金。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凡被上海大学正式录取的全日制脱产方式学习

的硕士研究生，成绩优秀者可申请国家奖学金，奖励标准为 2万元，每年评审一次。 

（3）上海大学学业奖学金。根据研究生学业水平，上海大学的学业奖学金分为不同等

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每年最高可达 1.2 万元，每学年评审一次。研究生学业奖学

金获奖比例为评选对象的 80%，具体等级、金额、比例如下 

名称 金额 比例 

  博士一等奖 18000 元/年 5% 



  博士二等奖 15000 元/年 20% 

  博士三等奖 10000 元/年 40% 

  博士四等奖 6000 元/年 15% 

  硕士一等奖 12000 元/年 5% 

  硕士二等奖 9000 元/年 20% 

  硕士三等奖 6000 元/年 40% 

  硕士四等奖 3000 元/年 15% 

（4）国际交流奖学金。上海大学自 2008 年起设立研究生短期出国访学和参加国际会议

奖学金，支持广大研究生参与国际交流，开阔学术视野。 

（5）学术创新奖学金。为鼓励研究生进行科研创新，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上海大学

自 2007 年起设立研究生学术创新奖学金，资助力度为硕士研究生 6000-8000 元。 

（6）助研、助教津贴。各学科点和研究生导师根据教学科研需要，设立“助研”和“助

教”岗位，资助标准由导师、课题组确定。 

（7）另外，学校还设立校长奖学金、宝钢奖学金、光华奖学金等十数种冠名奖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