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考研学校的分析与选择

帖子中有一些网络链接，点击之后就能看到某些学校官方的就业统计。由于

链接随时有可能失效，北网通、南电信的网络划分，不能保证一定能看到，希望

各位谅解！我尽力给出官方连接以使得本帖子中的内容具有说服力，但由于有

些内容时间久远或者是论坛上的消息（我尽可能选择可信度高的消息），无法全

部给出，希望各位谅解！此外一些考研论坛上有一些学校历年金融硕士毕业去向

（私人统计，信息不一定正确），里面有就业公司名称、留学学校名称，非常详

细，用百度搜索一下就能得到一堆。

多说一句，对于很多学校，尤其是名牌大学，读经济学硕士与读金融学硕士

的就业水平差不多，这是很多应届考生不知道的！去挤热门的金融专业，还不如

挑个同所学校经济学专业（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世界经济等等）

最近有传闻，为了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原本要求有三年工作经验才能报

名的 MBA，从 09年起可以接收无工作经验的学生调剂（经济、管理类考生），

所以我猜测应该从 2010年考研（就是今年），应届考生或许可以直接报考，有兴

趣的考生可以关注一下（MBA 硕士的招生数量往往数倍于金融、经济硕士），毕

竟MBA 硕士学位对就业有非常大的帮助，不然怎么会有人，宁愿花十几万的学

费也一定要读MBA！（有些人对 MBA 有些误解，但不可否认的是MBA 学位对

薪水大幅度提高的作用，有兴趣可以参考《微观经济学》 六版 平狄克 人民大

学出版社，557页专栏“你应该去读商学院吗？”）

说到学校的选择，就一定要问你自己考研的目的，根据自己考研的目的，合

理选择学校。归纳金融考研目的，一般有三个：

一、出国留学、二、找份好工作、三、做学术研究

下面主要讨论前两个：

一、出国留学 说到金融硕士出国留学，那么最佳选择就是清华、北大了，

这两所学校占了大部分名额。名校毕业的学生容易得到国外高校的认可并分派到

更多公派出国留学名额，这是一般的学校无法比的，不信你可以查查自己所在学

校每年分派的出国名额（即使是一些 985工程学校）？而自费出国，动辄四、五

十万人民币总费用，是大部分学生无法承受的。申请海外读博，即使是金融专业

http://sh.xinhuanet.com/2009-02/23/content_15763324.htm


学生也往往只能申请到经济学博士，而非金融学博士，主要是国外金融专业招生

少，而经济专业招生多。即使你已经拥有中国某个名牌大学硕士学位，去外国读

博士，照样要读 5年才能毕业哦！

二、读个硕士，找份好工作 我相信这是绝大多数考生考研的目的，这里

要重点分析，归纳总结分为四个档次：

1、投资银行 说到金融考研，就不能不说到投资银行，这是令所有金融专

业学生为之疯狂的地方，“百万年薪”的光环（其实也就四、五十万，根本不可

能全球统一薪酬，无非是想降低企业成本，不然来中国招聘干什么？），让无数

考研人去搏“北大、清华、复旦、上交”这四根“独木桥”（实际上某些学校的

金融硕士实验班也是可以的），即使是令人抓狂的“1：50”的录取比例，也要踩

着前人尸首，勇往直前，直至倒下为之！（我就是其中一个，后悔啊！）金融危机

还没一个月，贝尔斯登被收购、雷曼兄弟的倒下、美林被出售、摩根斯坦利与高

盛向商业银行的转型，美国五大“纯”投行无一幸存，使得无数人的“投行梦”

破碎。作为过来人，衷心的劝各位学弟学妹们一句：别一时冲动，为了这个去

考研！原因有以下几点：1、进了北清复交并不等于就一定可以进投行。这几个

学校每年也就是那最“牛”的几个毕业生可以被录取，更多的人是根本无缘面试

的！（录取的大多是名校本科背景、保送生等）2、投资银行并不只招收金融专业

学生。经济专业、会计专业甚至是 MBA 毕业生都是有资格去投行的。3、投资

银行有限的招聘名额是对名校本科、硕士都开放的，并不是只招收硕士生（可以

参考北大光华的本科就业统计，人大、上财的本科生也是可以的！）。有兴趣同学

还可以参考以下连接：http://forum.cnwallstreet.com/thread-4097-1-1.html

2222、咨询公司 把咨询排在第二位，并不是说咨询就比投行差。名校毕业

生每年也就是最“牛”的几个人可以被录取，也是属于那种“僧多粥少”。

3333、基金、证券公司 这是所有考金融的人都必须重点关注的！绝大部分金

融硕士都是去这里，即使是北大光华、复旦、人大这种名校！（可以参考复旦大

学的就业统计，多数还是基金、证券公司）相信很多人眼中的金融机构也就是基

金、证券这两种。所以，与其挤破头去考那种 1：50录取率的学校，幸运的被录

取后也照样被投行、咨询鄙视的一塌糊涂，不如考个容易点的学校，切忌，切忌 、

切忌！

http://forum.cnwallstreet.com/thread-4097-1-1.html


4444、商业银行 其实金融硕士毕业后进入商业银行有点“大财小用”的感觉 。

按照外国的标准，金融应该属于投资、证券、公司理财这种东西，在中国应该叫

做“微观金融学”。国外商业银行普遍从事投资、理财、衍生品等业务，而中国

的银行往往还是处在储蓄、放贷这种层次上，说白了就是还处于“货币银行学”

这个东西上。如果一个金融硕士没有被上面三个招收，那么一般都会选择各种商

业银行作为自己的工作目标。金融硕士进入商业银行工作占有很大的比例（具体

可以参考复旦、上交、上海财经的就业统计），所以商业银行方面的工作信息也

是各位要关注的地方。

金融硕士一般拿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垫底”，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多说几句：可能很多人都看到过那种“批判”中国金融专业的帖子，说“外

国人的眼中，金融专业是研究投资、理财、金融衍生品等，在中国俗称“微观金

融”，而目前中国的金融专业还属于宏观经济学范围（国际金融、货币银行），没

几个真正从事微观金融研究的人”。这是事实，这是由中国经济现状所决定的。

长期以来中国金融行业不发达，当然大学教授、研究人员主要关注点会放在诸如

人民币汇率、国际贸易状况这种宏观经济学范围，即使是股票市场，在中国也不

过才 20余年的历史，而西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发展都超过了百年历史，中国当

然不能与他们相比。除了看到中国金融专业落后的一面，我们还要看到有利的一

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一大批金融专业人才，巨大的需求必然提升金融

专业人才的价值，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1111、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考研难度：10分

优点：1、依托清华大学这个牌子，就业水平是数一数二的。

2、出国人数与申请学校质量也是数一数二的。

3、老师很多都是海归派，采用西方教学模式，对英语要求高。

4、清华金融数理化要求较高，金融工程水平较高。

缺点：1、大部分名额都给了保送生（刷新一次页面），金融专业每年也就 1个名

额，甚至是不招生。保送的学生几乎都是清华、北大、人大的本科生（让人感觉

高考太重要了！）。1：50的录取比例。

2、所有专业都是考数学一。数学不是很好的就别想了。

http://www.sem.tsinghua.edu.cn/jg_dep/infoSingleArticle.do?articleId=11923&columnId=11897


3、考清华经管，所有科目都必须得高分，总分也一定要过 390分，不然

肯定没戏（别看清华官方的分数线，那个分数线比实际分数线低很多）。

4、经济学专业学术实力一般。清华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管理是最好的，中

国大陆管理教育排名是第二名，仅次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类专业水平实在

不敢恭维，难怪很多大学排名上，清华经济学专业进不了前十名（考博参考书竟

然还是中级微观、宏观经济学）。

5、考研及入学读研对数理要求高，适合理工类背景的考生。

2222、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CCERCCERCCER） 考研难度：9分

CCER 论坛：http://forum.ccer.edu.cn/

优点：1、就业水平非常好。看看 CCER 的毕业生去向 2006、2007、2008，你

就知道了！

2、老师都是海归派，学术实力很强，大部分学生都是出国读博，最近几

年 CCER 正在加强博士生教育，培养中国人自己的国际水平博士生。总之，无

论是出国人数、就业质量还是学术水平，都是最棒的！

缺点：1、考试难度较高，尤其是专业课，题目变化大，不好掌握，每年专业课

过线人数很少。

2、由于 CCER 的名气，每年都有大量名校学生考 CCER，甚至是二战、

三战 CCER。如果你是应届生，要做好心里准备哦！别以为 1：20的录取比就感

觉容易考。

3、CCER 大多数老师都是研究经济学方向的，金融方向只有一个老师。

招生时候是不分专业的，分数高的学经济，分数低的学金融（验证了我那就句：

名校经济与金融就业没区别！）

3333、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考研难度：9分

光华人论坛：http://www.gsmer.net/

优点：1、学术水平高。光华管理学院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中国大

陆知名商学院的一面旗帜了。

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6618
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7935
http://www.ccer.edu.cn/cn/ReadNews.asp?NewsID=8977


2、光华的金融硕士面向就业，所以就业非常好。2007年、2008年

3、师资力量雄厚。光华老师很多是海归派，其中很多老师是研究金融课

题，这点和 CCER 不同。

缺点：1、专业课难度高。这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微观经济学部分，甚至都会出

高级微观经济学的题目。所以每年专业课及格人数很少（这是北大的特点，专业

课刷人），大约 1：30录取比。

2、参考书多，参考书难度高。光华金融初试“微观+金融学”或者“微观

+统计”两种组合，考生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个组合。光华不提供历年考题，

网上只有考生回忆版本，由于统计题目的特殊性（统计题目怎么记得住？都是数

据哦），所以历年回忆真题只有“微观 + 金融学”这种组合，大多数考生都是采

用“微观+金融学”这种组合，而金融学参考书就有 5本，涉及货币银行学、公

司理财、金融衍生品、投资学等内容。尤其是那本《期货、期权及其他衍生品》

更是难，我连降低数理化内容的《期货与期权市场导论》都感觉难懂！

3、学费高。2年 7.6万人民币的学费让有些人无法承受。

4、每年考光华的人中有很多是二战、三战。应届生要注意了！

4444、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考研难度：8分

优点：1、复试公平。由于复试是采用笔试，而非面试，提高了面试公平程度。

2、学术水平高，依然是偏重经济学领域。经济学院是北大老牌子，实力

绝对不可小看。

缺点：1、没有官方参考书。只能从历年考生的经验帖子中获取复习信息。

2、考试范围太多。包含了微观、宏观、财政、政治经济学、货币银行、

国际金融、金融、会计等等。

5555、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这个学院在深圳市，去年汇丰银行出资 1.5亿人民币

冠名，改名汇丰商学院，成立有 5年了。由于知名度不高，前些年都是从光华、

CCER、经济学院调剂。不过从去年开始，保送、报考人数之火让汇丰商学院一

下子出了名（说实话确实是个好学校！）

汇丰商学院论坛（信息交流----考研咨询）：http://hsb.pku.edu.cn/bbs/

http://csc.gsm.pku.edu.cn/Admin/File/Upload/2008129_67513.pdf
http://csc.gsm.pku.edu.cn/Admin/File/Upload/20081029_74702.pdf
http://szgb.cn/info/article.asp?articleid=925


优点：1、相比北大本校三大院，汇丰商学院初试较容易。

2、三年毕业后拿北大经济学硕士 +香港大学金融学硕士，双硕士。

3、经济学课程是北大老师教，金融学课程是香港大学老师教。

4、深圳市政府对学院的重视，使得在深圳地区就业有优势。希望在深圳

工作人可以考虑。

缺点：1、英语复试，并且录取时候必须提交托福成绩，全英文教学。总之这个

学院对英语水平要求很高，对英语没信心的人就不用考虑了。

2、学费高。三年学费 12万人民币。

3、如果你认为考北大就必须是北京的那个北大，有未名湖的北大才是真

正的北大，那么就不用考虑汇丰商学院了。

4、采用“模块化”教学模式。比如宏观经济学，一般的学校都是用 10

至 14 周教授完毕，而汇丰商学院由于在深圳，老师来到深圳之后集中上课，4

至 5周教授完毕，之后就回北京了。所以有人会戏称是“函授”（呵呵，戏称而

已！）

5、学习内容太多。由于要读两个学位，三年必须学够 70学分（其他学

校都是 35学分），但对于喜欢学习的人来说，这反而是优点！

6666、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金融专业参加金融联考 考入难度：8分

优点：1、参加金融联考。（复习不是太好就改报上海财经呗！参加过联考的人都

知道，呵呵）

2、保送比例低。保送比例控制在 40%（对比清华、北大、上交的保送比

例！），而复旦本科学生就业水平较好，参加考研的人数少，因此考入的学生中大

部分是外校，甚至只是普通学校的学生，而且所有学生都是公费哦！

3、金融专业学术水平高，就业水平高。复旦大学金融学专业是全国重点

专业，老师很多都是海归派（基本上都是欧洲留学），尤其是国际金融、货币银

行学很强。

缺点：1、考入难度高。由于金融联考吸引了一大批考金融专业的学生，而复旦

又是金融联考中最好的学校，因此复旦的录取比例一直高于 1：30。

http://hsb.pku.edu.cn/info/list.asp?classid=43
http://szgb.cn/info/article.asp?articleid=914
http://www.econ.fudan.edu.cn/985/admin/eWebEdito280/UploadFile/2008126121645117.pdf


2、四门课程都必须拿高分。近几年的分数线一直在 400分左右，所以考

复旦就不能偏科（别和清华联系上了，清华是数学一，而金融联考是数学四）。

3、不能在学院里面调剂。经济学院其他专业都是考经济学综合，只有金

融专业考金融联考，如果你复试被刷，就没机会调剂到经济学院其他冷门专业。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以前世界经济专业招生少，竞争激烈。从去年开始，复

旦和巴黎一大合作，开始招生双硕士项目，招生人数一下子多出 30个（并不是

考入就可以参加这个项目）。学制两年，第一年是在巴黎一大，第二年是在复旦，

毕业后拿两个硕士学位。缺点是费用太高，两年 16万左右。不用担心这个专业

和金融专业就业有区别，就业是没区别的！

7777、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考研难度：8分

优点：1、就业水平高。虽然交大的经济类专业实力不行，但是就业水平就是好，

大企业就是喜欢名校的学生！

缺点：1、保送生太多，统考生名额少，考入难度大。报考录取比在 1：25左右

2、经济类专业实力差。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管理类是非常好的，中国

大陆管理教育排名第三，仅次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清华经济与管理学院。但是

经济类专业实力实在不值一提，网上经济类实力排名根本找不到它。

3、通过统考录取学生多是本校学生（感觉有点太、、、）

8888、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考研难度：8分

这个学院是去年第一次招生，当然统考录取情况未知，但保送情况很厉害，很多

名校学生！根据其官网的介绍，对录取学生的水平要求非常高，尤其对英语能力 。

英文面试，全英文教学。所以我给出的考研难度为“8分”（除非它只是嘴上说

说，呵呵！）

优点：1、金融专业师资较强。一改交大经济类专业薄弱的缺点。

2、英文面试，全英文教学，可以看出这个专业起点很高。当然对英语没

信心的人就不用考虑了。

缺点：1、前几届就业水平未知。新成立的学院，需要时间去被社会认可。

http://www.econ.fudan.edu.cn/Paris1/china_1.html
http://www.econ.fudan.edu.cn/985/admin/eWebEdito280/UploadFile/2008126121645117.pdf
http://www.acem.sjtu.edu.cn/career07/career.jsp?page=3
http://www.acem.sjtu.edu.cn/BC/b0.jsp?OID=2-290655&no=2&nodecode=jwb.zsxx&bar=%E6%8B%9B%E7%94%9F%E4%BF%A1%E6%81%AF
http://www.acem.sjtu.edu.cn/BC/b0.jsp?OID=2-290655&no=2&nodecode=jwb.zsxx&bar=%E6%8B%9B%E7%94%9F%E4%BF%A1%E6%81%AF


2、考入难度大。官方说招生 25人，为什么保送就有 27人（交大BBS 提

供，14个本校，13个外校）？难道保送的人中还有两个人不能入学？（呵呵），

看来应该是把名额都给了保送生了，果然是上交的作风，保送比例高啊！

3、就业竞争激烈。上海已经有了复旦、上财、上交安泰了，竞争对手真

多啊！

4、“模块化”教学模式。学院老师多是外国名校华人教师，应该不会是全

职！（难道王江会从麻省理工辞职来上海交通？我感觉不可能！交大BBS 上传闻

这个学院没导师制）

今天突然发现这个学院的老师也在人民大学那个“中美金融实验班”里面

教课，呵呵，真巧！

9999、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俗称五道口） 考研难度：6分

五道口的考研论坛：http://www.gspbc.net/index.php

优点：1、师资强大，名师荟萃。你只需用搜索引擎搜索一下五道口的导师就知

道了，个个都是中国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顺便提一句，当年八十、九十年代

的道口研究生，现在多数在中国金融机构担任重要职务。

2、就业水平好。尤其是希望去国有商业银行的考生，可以考虑考虑！（五

道口教学面向培养未来中国金融机构“领导者”，这点和大学不同，进入国有商

业银行之后就有优势了！）

3、招生公平、公正。五道口只是个研究生院，没有本科学生，所有研究

生都是通过考试进入，不存在偏向自己学生的情况。特别推荐给本科不是名校的

考生！每年都有很多这样的学生考入哦！

4、招生规模大。每年招生 50人，招生规模确实非常大（45个公费名额，

印象中是这样）。录取比 1：12

缺点：1、没有固定的导师。基本上想见导师都需要向秘书约时间。

2、学校太小，没有大学那种氛围。

3、没有官方参考书，只能从历年考研经验的帖子中得出复习思路。

4、考试范围大。涵盖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国际金

融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证券投资学、保险学、财政学、会计学、统计学等内

http://www.sfruc.edu.cn/sf/detail.asp?id=1881
http://www.gspbc.ac.cn/adIndex.do?action=showArticle&articleid=79


容。其实别害怕，道口比较偏重宏观、货币银行学（毕竟干银行的！），只是需要

多看书而已！很多普通本科考生考入哦！

5、学术水平一般。导师都忙着工作，当然没人作研究了。

10101010、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考研难度：6分

人大金融考研论坛：http://www.feruc.com/

金融学院有个“中美金融实验班”，就业水平好，2003级、2004级、2005级

优点：1、专业水平强。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类专业是中国老牌子了，实力当然

毋庸置疑。

2、地理优势明显。身处北京，实习、就业都有优势。

3、参考书多，但都是属于初级教材。

缺点：1、没有官方参考书。可以从历年考研人的经验帖子中得出。

2、考研信息不透明。几乎从官网上什么资料都查不到。

11111111、中国人民大学汉青高级经济与金融学院 这个学院特殊，不直接招生，而

是从考金融学院的考生中挑选，类似实验班。

优点：1、师资强大，老师很多都是海归派。这个学院是被冠名的，每年都会有

一千万人民币的资金支持，总共十年。

2、英语复试、全英语教学。又是个对英语要求高的，英语不好的就、、、

缺点：1、不直接招生。这么好的学院，为什么不直接招生？强烈要求！

2、就业水平未知。2008年才招第一届学生，还没毕业。

12121212、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 考研难度：6分

优点：1、管理学专业实力高。适合希望进政府、做研究的考生。都是公费哦！

2、学生素质高。保送生往往都是名校学生。

3、录取分数低。可能归结于不被外人知道，考的人数少。

4、参考书少，试题简单（竟然还有选择题），有考试大纲。一本中级微观

+一本中级宏观。

缺点：1、保送名额多，统考名额少。可能因为统考包括人数少，所以保送名额

http://pgs.ruc.edu.cn/pages/zscksm/2006/2006sm_ndss/113.htm
http://www.feruc.com/
http://www.sfruc.edu.cn/jrsyb/displaynews.asp?id=2281
http://www.sfruc.edu.cn/jrsyb/displaynews.asp?id=2282
http://www.sfruc.edu.cn/jrsyb/displaynews.asp?id=2283
http://www.sfruc.edu.cn/jrsyb/displaynews.asp?id=2904
http://www.hanqing.ruc.edu.cn/detail.php?class=hqxz&iClassID=20&iInfoID=294
http://www.hanqing.ruc.edu.cn/artice_list.php?class=xswyh&iClassID=28
http://www.mscas.ac.cn/Upload/1484349447.pdf
http://www.mscas.ac.cn/recruit/channel/master_mstj_2329.shtml
http://www.mscas.ac.cn/recruit/channel/master_1145.shtml
http://www.mscas.ac.cn/Upload/235470669.pdf
http://www.mscas.ac.cn/Upload/1881700062.doc


多。

111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考研难度：5分

财政与贸易经济系、金融系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系三个招生金融专业，基本上都是

只招生 3个人，没保送生。

优点：1、知道的人不多，考生少，分数不高。

2、学术水平较高。比较适合进政府、作研究的人。

缺点：1、没有学士学位的人要加试。

14141414、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考研难度：5分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只招收财政学和会计学，没有金融专业。

优点：1、全部都是公费。初试、复试参考书少。

2、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存在，所以考试难度低，公平、公正。

3、因为有官方背景，所以就业前景好，这点和五道口差不多。推荐给那

些想去政府工作的考生。

4、招生人数多。每年大约 70人，其中 10个是保送名额

缺点：1、跨专业考生要加试。推荐给经济类专业考生。

15151515、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加金融联考 考研难度：6分

优点：1、专业水平较高。近年来吸引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加入上海财经。

2、考研名额多。每年 100个考研名额（包括少量保送名额）。

3、地处上海，校友众多，容易找到实习机会，就业水平好。

缺点：1、分数线较高。由于上海财经无论从学术水平还是就业水平都比较好，

所以考生众多，分数线一直和复旦非常接近（但复旦的专业课改分严格）。报考

录取比 1：15。

16161616、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参加金融联考 考研难度：5分

优点：1、金融专业实力强。厦门大学金融专业是国家重点专业，偏重于微观金

融。录取比 1：10左右（2007年“金融系”实考 800多人，录取 110人，保送 30

http://www.gscass.cn/zsxx/zsdt/2008-06-04/3223.shtml
http://www.crifs.org.cn/dy.doc
http://www.crifs.org.cn/msbf.doc
http://www.crifs.org.cn/2008_09_10.asp
http://career.shufe.edu.cn/DesktopDefault.aspx?tabid=167
http://economic.xmu.edu.cn/show.aspx?pubid=2605


余人，论坛提供）

2、厦大环境优美，美女很多。适合那种希望潜心学习的人（美女多，好

像应该是没办法潜心学习啊！呵呵）

缺点：1、没有地理优势。学校地点有点偏僻，不利于实习。

17171717、厦门大学王亚楠学院 考研难度：6分

优点：1、师资强大，起点很高。这个学院也是按照西方教学模式进行教学，老

师都是海归派。就业水平好

2、优秀学生可以去新加坡管理大学等外国大学攻读双硕士学位。公费哦！

3、报考人数少。学院对考试内容要求较多，复试竟然有计量经济学内容，

所以吓跑了很多考生。推荐给经济专业考生

缺点：1、没有地理优势。学校地点偏僻，不利于实习。

18181818、中山大学 考研难度：6分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与管理学院的金融学专业都参加金融联考。

优点：1、就业水平好。中国的重点大学往往都在长江以北，作为中国三大经济

区之一的广东省，中山大学重点名校的光环，使得中山大学学生在广东找工作时

候，一点都不比北大、清华差，广东的基金、证券公司相当多。推荐给希望在广

东工作的考生

2、学术水平发展很快。中山大学的管理类专业在全国是非常好的，也带

动了经济类专业的发展。

3、考研信息透明。每年都会给出上一年的录取比和保送生名额。岭南学

院录取比 1：15左右，管理学院录取比 1：10左右。

缺点：1、录取分数线在金融联考中比较高。没办法，人家就业好！群众的眼睛

是雪亮的！

19191919、南京大学商学院 参加金融联考 考研难度：6分

优点：1、就业水平好。全国重点大学的光环，让南大学生就业前景好。

2、考验信息较透明，每年都给出录取比与保研人数。录取比 1：20

http://wise.xmu.edu.cn/loadpage.asp?id=19
http://www.wise.xmu.edu.cn/viewNews.asp?id=1526
http://wise.xmu.edu.cn/loadpage.asp?id=103


缺点：1、学术水平一般。这点连南大自己的学生都承认，不过管理类倒是很强。

2、分数线不稳定。每年南大招生人数少，名额很多都给了保送生，而报

考人数多，所以经常出现分数忽高忽低现象。

20202020、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参加金融联考 考研难度：5分

优点：1、就业前景好。这点和南大差不多，依托重点大学的光环，就业有优势。

而且还是浙江唯一一所重点大学，推荐给江浙沪的考生。

2、公费名额较多。录取比为 1：15（根据官网保研通告，已扣除保研人

数）

3、可以学院内调剂。当然都是调剂到冷门专业

缺点：1、金融专业学术水平一般。浙江大学理论经济学好，应用经济学一般。

2、专业课分数线高。别的学校专业课分数线都为 90分，而浙大为 110 分 。

如果你总分 410分，而专业课才 109分，你哭吧！

21212121、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参加金融联考 考研难度：5分

优点：1、金融专业水平较强。南开大学的金融专业一直实力比较强，尤其是国

际金融、保险精算，是国家重点专业。

2、招生名额多，公费名额多，招生公平、公正。每年留给统考生名额达60

多人。录取比 1：10

3、就业水平稳步提高。前些年就业不是太好，近些年有了较大改变，现

在天津正在开发滨海新区、打造北方金融中心（又是个金融中心，数一数多少

了？） ，所以应该是个“潜力股”。特别推荐！

4、招生信息透明。很容易就能从网站上查询的资料。

5、近几年分数线一直很低。

缺点：本人很喜欢南开，实在想不到什么缺点，就不写了，呵呵！

22222222、中央财经大学 考研难度：4分

中央财经大学有金融学院、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CEMA）与中国金融发展研

究院（CAFD）三个学院招生金融专业。

http://www.cec.zju.edu.cn/web/html/yjsyw_zxxx-2008-03-17-10-07-46.html
http://202.113.23.180/zhaoshengxinxi/zhaoshuoshimulu.asp


优点：1、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其中 CEMA与 CAFD的教学起点较高，也是按照

西方教学模式开展教学。

2、身在北京，地区优势明显，就业有优势。有些人还是有点不明白，为

什么地区很重要？这里随便说说：比如一个企业来北京招聘，不会全部学校都去 ，

一般只会选择一、两个学校，例如选择北大、人大，过程是“开宣讲会>>>面试

>>>录取”，即使没来你的学校，你也可以去宣讲会现场进行投简历（外校人员

可以进宣讲会投简历，但是不能进入学校组织的“专场”招聘会投简历！），而如

果你是哈工大的学生（这个公司恰好又没来哈尔滨招聘），你怎么投简历、面试？

坐火车来北京？

3、报考学生少。尤其是 CEMA 与 CAFD，由于对考生要求较高，最近几

年都是靠调剂。

缺点：1、北京的经济类名校很多，就业竞争也大。

2、复试参考书多。适合经济类专业考生。

2323232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考研难度：4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有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金融学院两个学院招生金融专业。

优点：1、专业课题目较简单，有难度的是里面的专业外语部分（论坛上提供）

2、招生名额多。两个学院每年共招生 200多人（保送名额少）

3、外校考入较多，招生公平、公正。网上有人说外校的人以北外居多。

4、录取比例较低。大约 1：7的报名录取比。

5、身处北京，地区优势明显，对就业有帮助。

缺点：1、专业学术水平一般。对外经贸大学的专业一般都是偏重贸易有关，从

事对外贸易行业方面有优势。

2、专业参考书多。（既然题目较简单，干嘛还非要使用中微、中宏？）

24242424、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考研难度：5分

优点：1、经济类专业水平较高。当年邹恒甫从哈佛读博回来，创办了武汉大学

高级研究中心，无数多的学生从这里接到了外国经济名校的通知书。由此可见武

汉大学经济学水平。



2、招生名额多。每年大约 100 人（单考生约 50人，我也不明白什么意思 ）

3、考试内容少。初试只考西经，复试考金融综合（应该是国际金融、货

币银行、投资学）。推荐给跨专业考生！

缺点：1、没有官方参考书。

2、考验信息不透明，很多东西查不到，尤其是最近几年的信息。

25252525、西南财经大学 考研难度：4分

优点：1、原人民银行直属大学，中国当今金融机构的领导人很多都是这所学校

的校友，实力绝对不可小看。对深交所的成立贡献极大，所以毕业生在广东就业

居多。

2、招生人数非常多，分数线低。大约 350350350350人的招生名额（包含保送名额，

这么多名额，能保几个？），最近几年分数线都在 340分左右（官方数据）。

3、考研难度小。学校身在西部，对考生的吸引力低。但对于考西财的考

生来说，这是个优点！近四年录取新生中，跨专业报考占 30%以上，外校考生占

70%以上，报考人数与录取比例一般约为 4：1。特别推荐

4、单科分数线低。由于在 B 区，单科分数线低。

缺点：1、招生简章写的太差，很多人都搞不懂看什么参考书（我就是一个）

2、西部地区能提供的职位太少，不利于实习，毕业生一般都是去广东等

沿海城市就业（从学校招聘网站上就可以看出，很多广东企业）。

26262626、西安交通大学 考研难度：未知

西安交通大学有经济与金融学院、金禾经济研究中心两个学院招生金融专业。

优点：1、学校是全国知名重点大学，就业有优势。推荐！

2、有一定的学术水平。西安交大的国际金融还不错。

3、考试内容少。初试只考经济学内容。

缺点：1、考研信息不透明，很多资料都查不到。

27272727、湖南大学 参加金融联考。考研难度：3分

优点：1、湖南大学的金融专业是国家重点学科。

http://ems.whu.edu.cn/html/2006-2/200624124155.htm
http://yz.swufe.edu.cn/shuoshiyanjiushengzhaosheng/dakaoshengwen.htm
http://yz.swufe.edu.cn/shuoshiyanjiushengzhaosheng/dakaoshengwen.htm


2、招生名额多。每年招生 100人左右（包括保送生名额）

3、考研难度不高。由于地理位置、学校知名度原因，都没有给湖南大学

吸引到大量的考生，适合“风险规避型”的考生。

缺点：1、学院总体上没什么特别突出的地方。

28282828、东北财经大学 考研难度：3分

优点：1、地处大连，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就业前景好。

2、考研难度较小（具体录取比没查到，登不上官网）

缺点：1、非 211工程大学。

2、金融学专业水平一般，财政学水平较高。

29292929、暨南大学 参加金融联考 考研难度：5分

优点：1、地理位置优越，学校在广州市，经济类名校仅次于中山大学，就业水

平好。推荐给那些感觉中山大学太难考的考生，呵呵

2、招生名额较多。每年大约 40人左右。

3、录取分数线较低、报考录取比低。当然这是和中山大学比较。

劣势：1、学术实力总体一般。

2、学校整体实力也无法与中山相比。（中山在广东没个像样的对手）

30303030、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考入难度：2分

优点：1、金融专业是国家重点专业。

2、招生人数多。每年约 80人左右，只有几个是保送生。

3、考试内容少。初试高鸿业的西经。复试才有金融学内容。

缺点：1、武汉好大学挺多的，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比较之下，中南财经

大学有点普通了。

此外还有像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有个南方学院）、华中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考数学一）、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山东大学、东南大

学、四川大学这些学校的金融专业，专业水平一般，但是学校综合排名靠前，适



合换个名校身份的考生，可以考虑一下。

当然还有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东华大学这样的普通重点大学，身处上

海地区，地理位置优越，就业水平也比内陆院校好。

据说首都经济与贸易大学与北京工商大学也不错，具体没查，有兴趣的考生

可以参考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