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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金融业加速发展时期金融人才培养模式选择

刘鹏飞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摘 要】：金融人才是金融业发展的第一资源。要想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实现金融业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

下大气力加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将金融人才培养作为推进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大工程来抓。本文以江西省

为例，在分析江西金融人才队伍现状和未来需求的基础上，提出应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政府推动、高校为主、

行业为辅、多方协作”的金融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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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人才是金融业发展的第一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内外金融领域竞争日益激烈，不确定因素增多，金融人

才在促进金融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更加凸显。近年来，江西金融业规模不断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与

发达地区的差距逐渐缩小，但金融人才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还不能较好地满足全省经济金融发展的实

际需要。因此，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必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危机感，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念，以改

革创新精神推进金融人才队伍建设。

一、金融人才队伍的基本情况①1

(一)金融人才总量偏小。2010 年末，江西金融业从业人员总数为 92222 人，除金融管理部门(人民银行、银监局、证监局、

保监局)之外，全部分布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类金融机构(见表 1)，金融业从业人员总数仅占当年全国金融业从业人员

总数的 2.45%，金融人才资源总量明显不足。

(二)高层次金融人才严重不足。2010 年末，江西金融业从业人员中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占 1.74%，具有高级职称人员占 0.7%，

拥有特许金融分析师(CFA)、注册会计师(CPA)、金融风险管理师(FRM)等高级别执业资格人员占 0.27%，国际化人才占 0.06%。

1 ①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此部分数据来源于 2011 年全国金融人才统计数据，数据截止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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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银行业为例，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人员和高级职称人员分别占 1.4%和 0.63%，比 2009 年末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低 2.1、1.97 个

百分点。可见，江西高层次金融人才占比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三)金融人才种类不够齐全。2010 年末，江西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从业人员分别占金融业从业人员总量的 77.97%、2.36%、

14.07%，这是由全省金融业发展现状决定的。除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类机构外，目前省内尚无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如

交易及结算类金融机构、金融控股公司等业态还属空白。同时，各类金融机构体系发展也很不平衡，银行业、保险业机构体系

较为健全，其分支机构遍布全省，但证券业机构数量较少、规模也较小。金融机构种类不齐全、发展不平衡客观上决定了全省

金融人才的业态分布，制约了其他类型金融人才的培养和发展。

(四)金融人才年龄结构较为合理。2010 年末，江西金融业从业人员中 40 岁以下的占比超过 60%，其中 30 岁以下的占比接

近 30%，金融人才以中青年为主，基本素质较高，工作干劲较足，发展潜力较大，是推动金融业快速健康发展的生力军。这样的

年龄结构比较符合人才可持续发展规律。

二、金融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金融人才培养缺少统一规划和有效措施。2012 年 4 月，江西省政府出台了《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江西金融业发展

的若干意见》，指出要“积极引进境内外金融专业机构，支持省内高等院校及职业院校金融学科和专业的发展，建立金融人才

培养长效机制”，突出了金融人才在金融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至今仍未制定相应的金融人才培养规划，金融人才培养

工作的责任部门、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等仍不够明确，整个工作仍处于缺少规划、分散管理、推进乏力的状态。

(二)金融人才培养渠道单一、数量不足。目前江西金融人才主要依赖两个渠道培养。一是高等院校培养，每年省内金融人

才增量大部分来自省内各大高校的毕业生，少量来自省外或境外高校。然而，省内高校每年经济金融等相关专业毕业生规模有

限且流失严重，即使这些人全部到省内金融机构工作，也不能满足全省金融业发展对金融人才的需求。二是金融机构培养，金

融人才通过金融机构内部培训、在岗教育、交流学习等方式，实现能力层次水平的提升。高等院校主要是侧重于理论知识的培

养，而金融机构更多的是侧重于操作能力和业务素质的培养。其他渠道，如跨部门(机构、区域)的交流培养、专业培训机构培

养等方式没有得到较好利用，还没有形成多方密切协作的培养机制。

(三)金融人才培养缺乏实用性、前瞻性。一是培养目标缺乏明确定位。目前，对于金融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较为笼统，导

致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大打折扣。如：高校金融人才培养目标过于宽泛且大同小异，在教学过程中没有体现培养不同层

次人才的区别。二是教学手段较为传统落后。高校教学和行业内部培训大都以课堂讲授为主，以灌输式为主，较少采用启发式、

讨论式、案例式等现代教学方法，忽略了对学生(学员)的个性化、主动性和创新精神的培养。三是理论与实践结合不到位。高

校教育过于强调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忽视了实践技能的训练和综合素质的培养，难以适应金融业对应用型专业人才的需

求。而行业内部培养又过于强调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偏少，不利于人才的长期发展。

三、未来金融业发展对金融人才的需求预测

2012 年江西省政府《若干意见》提出了未来一段时期全省金融业发展整体规划和目标任务，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推

动了全省金融业的新一轮快速发展。随着全省金融业的规模和效益的增长，未来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必然会大幅增加。按照 2011

年“一行三会”发布的《金融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 年)》，十年间全国金融从业人员总量要按年均 3.5%的速度增长，

到 2015 年、2020 年，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者占比分别达到 6.4%、9.6%；具有高级职称或执业资格的从业者比重分别达到 4.4%、

6.9%以上。据此目标并以 2010 年末数据为基数，可大致推算出未来一段时期江西金融人才需求情况(见表 2)。从 2010 年到 2020

年，全省金融业从业人员年均要增加 3788 人，是 2010 年人数的 4.1%；研究生以上学历人数年均要增加 1089 人，是 2010 年人

数的 68%；具有高级职称或执业资格人数年均要增加 793 人，是 2010 年人数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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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从全国金融业发展趋势，还是从江西金融业发展实际看，未来全省对金融人才都具有巨大而又迫切的需求，加

强金融人才培养已成为促进金融业快速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

四、新形势下金融人才培养模式选择

综观江西金融人才队伍现状及未来需求，可以预见，若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未来金融人才不足或将成为制约金融业快

速健康发展的瓶颈。本文认为应逐步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政府推动、高校为主、行业为辅、多方协作”的金融人才培养

模式。

(一)科学定位——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培养模式。金融人才培养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具体到江西而言，就是要适应

全省金融业做大做强的需要，围绕金融业重点领域，培养一大批具备综合运用各种专业知识解决金融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在

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金融管理部门工作的金融人才，并在此基础上培养相当数量的复合型、创新型、稀缺性

的高层次金融人才。

(二)政府推动——加强对金融人才培养工程的组织领导。地方政府或金融管理部门应在抓金融“硬实力”建设的同时，抓

金融人才“软实力”建设，在金融人才培养工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牵头成立专门的组织领导机构，结合实际制定金融人才培养

中长期规划，明确相关部门的任务分工，出台有效的激励保障措施，充分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分阶段、有步骤、针对性

地加强各类别、各层次的金融人才的培养，为全省金融业输送和储备足够的高素质金融人才，增强全省金融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和竞争力。

(三)高校为主——完善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机制。一是调整培养目标。各类高校应立足金融改革与发展需要，实行差异化培

养战略，研究生教育着力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研究人才、高层次领军人才、高端经营管理人才，本科和高职教育着力培养适应

一线实际工作的、具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应用型人才。二是优化教学内容。金融课程设置要将超前性和现实性相结合，既要开设

一系列有国际性、前瞻性的课程，也要根据实际开设一些实务性课程，同时，还应有一定的学科交叉，如经济、统计、会计、

保险、信息、数学等学科，培养复合型人才。三是强化实践教学。大力提倡互动式教学，增加金融教学实训和实习基地，如模

拟银行、模拟证券交易所等金融实验室，增加实践教学途径和时间，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四是完善师资队伍。

针对目前高校金融理论教学与实践脱节的现状，进一步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更多地聘请金融机构领导、一线专家、业务

能手为兼职教师，提高实务教学水平。

(四)行业为辅——改进金融行业内部人才培养方式。行业培养应打破单个机构各自为政的局面，立足整个行业长远发展，

统筹考虑、整体推进。如：可考虑引进国内外专业金融培训机构，或者组建金融培训机构，集中优质培训资源，提高人才培养

效能；对于一些行业通用的业务能力、理论知识的培训，由有关部门牵头举办，相关机构员工同时参加，既能提升员工业务能

力，又能促进业务交流。其次要增强人才培养的系统性。机构内部培养多是针对某一具体岗位业务，能够较好地提高员工的业

务能力。正因如此，也容易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问题，忽略了对员工其他方面素质能力的培养，不利于员工的长期

成长。因此，员工培养也应系统规划，既要考虑当前工作需要，又要考虑职业生涯发展需要，兼顾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循序

渐进地提升员工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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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方协作——加强政企校合作培养力度。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金融人才，其特性和素质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决定

了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完全承担所有的人才培养任务，金融人才培养自然也离不开政府、高校、金融机构及金融专业培训机

构等方面的协同配合。政府方面，要尽可能地为高校、金融机构等培养金融人才创造条件，发挥好统筹协调作用。校企合作方

面，高校要尽力争取金融机构的支持，加强实习基地建设，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适应能力；反过来，金融机构也可利用高校

和专业培训机构的优势，加强对员工的培养。政企合作方面，可建立常态化的人才交流培养机制，通过交流挂职，政府部门可

培养一批懂金融、会金融的管理人员，更好地推动经济金融协调发展，同时金融机构亦可培养一批具有较强综合管理能力、驾

驭复杂问题能力的复合型经营管理人才，更好地促进金融业务发展。

参考文献：

[1] 姚峥嵘.高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缺陷及对策分析[J].中国人才，2012，(08).

[2] 李海申，苗绘，冯雪等.京津冀金融一体化中的高层次金融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1，(20).

[3] 刘海涛，吕月.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创新型金融人才培养模式[J].商品与质量，2009，(S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