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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金融黄埔”并入清华 吴晓灵任院长

央行研究生部并入清华更名为五道口金融学院，仍只招研究生，将面向全球招聘师资

“清华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做邻居已经很多年了，一街之隔，彼此熟悉，双方也一直
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并有加深合作的意愿。”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说。昨天，这种“加深合作的
意愿”促成央行研究生部并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正式挂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
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获任成为首任理事长兼院长。

管理
理事会具有院长提名权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
介绍说，五道口金融学院实行
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理事会是学院的决策机构,理
事会理事由清华校长聘任。

据吴晓灵介绍，理事会具
有对院长和副院长的人选提
名权，但最终的人事任免权仍
由清华大学校方来决定。

理事会由清华和一行三
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
保监会）领导，校友会代表、
金融教育基金会代表和社会
知名人士组成。

在首任理事会理事中，
除了两位来自清华以外，其
余均来自金融界。包括名誉
理事长刘鸿儒（原央行行
长，首任证监会主席）、理事
长吴晓灵，理事杜金富（央
行副行长）、王兆星（银监会
副主席）、庄心一（证监会副
主席）、周延礼（保监会副主
席）、谢维和（清华副校长）、
程建平（清华副校长）、万建
华（刘鸿儒教育基金会代
表、国泰君安证劵董事长）、
张志平（央行研究生部校友
会代表，东英集团董事长）。

招生
延续“小而精”培养模式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
表示，五道口金融学院将在
全球招聘一流的教学师资与
研究人员以及具有丰富经验
和专业造诣的兼职研究员和
兼职教师。

在人才培养方面，学院
将开展金融学硕士和博士、
金融专业硕士、金融MBA与
EMBA 的学历教育，不招收
金融专业本科生，不开展普
通的 MBA 和 EMBA 教育。
依托清华大学的学科综合优
势，将来还会考虑开设相关
的双学位课程。招生上不会
大幅扩招，仍延续“小而精”
的培养模式。

此外，学院将在人才培
养国际化方面开展博士预备
班等尝试，争取每个博士生
能在毕业前在国外著名大学
交换学习1年至2年。

在学术研究方面，学院
将致力于金融学领域的高级
学术研究、政策研究和金融
案例研究，并为中国人民银
行和其他金融决策与监管部
门提供政策分析与咨询。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郭少峰

昨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正式挂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右），成为首任院长。

吴晓灵作为全国人大
财经委的副主任委员，社
会活动非常多。现担任五
道口金融学院第一任院
长，她决定把其他兼职的
工作都辞掉，专心搞教育。

新京报：你的任期是
多久？

吴晓灵：五年。作为
首任院长，要完成从央行
研究生部到五道口金融
学院的平稳过渡，这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

新京报：你将来会不
会全心做这个工作？

吴晓灵：我承认自己
有很多的社会职务，“罗
列起来有十来项”。除了
人大系统职务外，我会辞
去其他社会职务，一心一
意地搞好教育。

新京报：之前央行研
究生部是一个局级单位，
现在并入清华之后是什
么级别？

吴晓灵：如果按照行
政级别来划分的话，五道
口 金 融 学 院 是 处 级 单
位。在学校里不会看官
大官小，要看学术水平，
教育能力。只有打破了
这个限制，才能培养适应
市场经济和国际竞争需
要的人才。

新京报：如何打破行
政级别的障碍？

吴晓灵：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在过渡时期，凡
是从研究生部来到清华的
人，清华都承认他们的行
政级别，这样其实就是“高
职低配”。这些人能够来
到清华，不会计较行政级
别，看重的是这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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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灵：
辞多项职务
专心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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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前：师资局限成短板

此前担任央行研究生
部部务委员会主席的吴晓
灵解释说，随着中国加入
WTO，一些综合性大学不
断加大金融学科发展力
度，在师资队伍和优秀生
源方面展现了越来越大的
优势，这让央行研究生部
感受到竞争的压力，之前

引以为豪并最具吸引力的
兼职师资、外教授课等成
了扩展的障碍，“我们已
经做不到哪里的老师好
就请哪里的老师来讲课，
往往是哪个学校的老师
有空哪个老师来”。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
宁肯定央行研究生部的

历史贡献时也说，“五道
口”的教学质量后来有所
下降，在学术上成就不
多：一是因为没有专门的
教师队伍，好的教授都是
外聘的；二是学生受专业
局限，只懂金融；三是缺
乏综合性大学的学习资
源和学术氛围。

本月初，教育部已批
复同意有着“中国金融黄
埔军校”之称的央行研究
生部并入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校长陈吉
宁表示，与央行联姻并以
此为基础大力发展金融
学科，“是清华大学的夙
愿，也是学校总体发展战
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华大学副校长谢
维和说，同处五道口也是
清华与央行研究生部合

作的“地缘优势”。
谢维和表示，清华大

学是多学科综合性开放
型大学，多学科优势能为
金融学院的发展提供支
撑，而央行研究生部有很
大的业界背景，紧密结合
金融实践。五道口金融
学院将整合这两方面的

“人缘优势”。培养扎实理
论基础，实践能力和创新
能力的混合应用型人才。

吴晓灵说，清华五道

口金融学院仍然只招收
研究生，重点培养专业硕
士，包括金融 MBA 和金
融 EMBA，和清华经管学
院是互补的关系。

谢维和表示，今后教
学 时 二 者 可 以 互 相 借
力，比如五道口金融学
院学生可前来上基础课
程，写论文、定选题时，
经管学院的学生也可到
五道口金融学院请教导
师等。

合并后：人缘、地缘双重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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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灵本人是央行研
究生部的1984年的首届毕
业生。据她介绍，1981年9
月，为适应金融体制改革，中
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正式
成立，同年开始招收硕士研
究生，1987年开始招收博士
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
部成为我国金融系统第一
所专门培养金融高级管理
人才的高等学府。由于坐
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
人们简称其为“五道口”。

截至 2011 年 9 月，已
有 1814 名金融学硕士、
247名金融学博士从“五道
口”迈入中央银行、金融监
管机构、商业银行、证券公
司等机构，被社会誉为“金
融界黄埔军校”。

“金融黄埔”
历经30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