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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14日在第三届全国金融专硕教指委第一次会议暨2023年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大会的序幕论坛所作的主题报告
 
全国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国家一级教授 吴晓求
关于中国金融业发展与人才培养，我主要讲两点内容：一是中国的经济金融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二是基于这种变化，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要求。
一、  中国的经济金融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必须基于中国的国情、现实的需求。只有现实的需求，才是我们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动力。我们必须深刻了解在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中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人才。我们必须了解中国经济金融的变化，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专业人才。
我们先分析一下中国经济金融的变化。在中国，今天乃至未来，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内容非常丰富，二十大报告中有全面阐释。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有两点很重要。
一是，如何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富裕的国家。贫穷不是现代化。所以，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必须是发达国家、高收入国家、富裕国家，进而，我们必须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机制、政策、人才能够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我认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不动摇，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制度基础。同时，要推动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
二是，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是法制的现代化。市场经济、完善的法制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基本支点。
当前的现实是，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结构转型、产业升级迭代时期。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过程中，资源型企业和传统制造业难以成为主导产业，这些产业不可能把中国带入现代化。通过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的升级和迭代，是推动中国进入现代化最重要的力量。但是，从新技术到新产业的转化不会自然地完成，需要金融的孵化和促进。因为，从新技术到新产业的转化充满了不确定性，是一次巨大的飞跃。这种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超出了单个资本的风险承受边界，更超过了创业者的风险承受边界。为此，社会和金融体系应当不断创新，创新出能够孵化高新技术企业的新的金融业态。所以，中国金融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创新。我们要正确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在推动金融改革、发展和开放中，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这种动态关系需要我们平衡好。
我们所处的新时代，科技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不要以为新技术自然而然地转变为生产力，可以无风险地转变成新的产业或者新的产品。新技术到新产业的转化，有一个孵化和分散风险的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金融的作用。如果金融不创新，传统金融是无法完成这种功能转化的。每一次技术进步、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产业革命，其中都蕴涵着金融的变革，都催生着金融业态的变化和金融的结构性改革，都呼唤着金融的创新。从1763年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人类社会已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现在正处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关键时期。通过研究200多年的产业革命历史，我们发现，金融在这200多年中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的变化推动着经济增长，使人类社会不断迈向文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的升级和迭代，是未来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也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基础。
为此，金融必须全方位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在这里，人们对“金融”和“实体经济”这两个概念，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这里的“实体经济”包含了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经济结构的调整；“金融”更多地指的是现代金融，它既可满足传统产业的金融需求，更体现在金融对新产业的孵化和推动作用上。金融的使命不在于复制历史，而在于创造未来。我们必须着眼于未来，而不主要是回望过去。金融只有着眼于未来，才能找到改革和创新的方向。金融的创新，不会必然增加风险，因为金融业态的变化本质上也会消除传统金融风险，进而引发风险结构的调整。我们要看到，随着金融业态的变化、金融结构性的调整，金融功能会得到大幅度改善，风险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我们不能因为新的金融业态有某些新的风险而阻止金融创新，因为金融创新会带来新的、更多元的金融功能，这种新的、更多元的金融功能，可以覆盖其所带来的新增风险，而且，还部分消除了传统金融风险。所以，我们要科学、完整、系统地去理解金融创新。我们不要试图让中国金融回到单一金融业态，因为那是没有出路的，那是跟不上时代步伐的，那是没有竞争力的，也是没有生命力的。那种金融表面上看似很美，表面上看似乎风险可控，实则不然。风险的核心在于流动，而不是存量化。金融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推动风险的流动，这样才可能配置风险。现代金融最核心的功能是配置风险，让风险流动起来。风险的流动在于资产的流动，具有流动性的资产才可以进行配置。金融市场化创造了可预期的机制，没有可预期机制的金融是落后的。
我们要理解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准确含义，重点在哪里。现代金融主要服务于那些未来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同时，金融还必须满足社会多样化的包括财富管理在内的金融需求。中国社会正处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十四五”结束的时候，如果仅仅从人均GDP这一指标上看，中国将进入发达国家的基本门槛。2035年，我们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未来还要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等发达国家一般认为是人均GDP25000美元，那是2035年的目标。
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人们对财富管理、存量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是非常关注的。不要指望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后，人们还是把其剩余的收入变成银行储蓄。银行储蓄所获得的收益不是投资收益，因为它不是风险溢价，实际上它只是对现行消费延迟的一种补偿，银行储蓄本质上不是投资。我们必须要为未来越来越富裕的居民创造一个收益与风险相匹配的财富管理市场，这是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重要任务。所以说，发展资本市场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战略目标，而不是权宜之计，是要让存量财富得以保值增值，尤其是要不断降低不动产在未来存量财富中的比例。一个正常的社会，第一套住房是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第二套可能是满足休闲需求，是合理的。从财富管理的角度看，第三套以后的不动产作为投资可能就不太理性。如果资产配置的趋势主要是不动产，那么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国家的金融是落后的。没有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居民资产65%都在房地产上。未来的社会如果还是那样的比例，只能说明金融体系多么落后，没有创造出收益与风险相匹配的多样化的金融资产。所以，必须推动中国金融的结构性改革。
中国金融变革的起源是金融脱媒，发展的推动力来自于科技进步。没有科技进步、没有新产业的出现，存量资产就难有成长性。中国居民的存量资产未来要配置在资本市场中，市场中权益类资产要有成长性。
我们把未来的背景看清楚了，我们就知道金融人才特别是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应该怎么培养。

二、对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
我想了想，主要有六个方面的要求：
首先是明学理。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对学理要清楚。有的人为什么糊涂？糊涂就糊涂在缺乏底层逻辑，缺乏学理性思考。金融专业人才培养，一定要注重底层逻辑。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不是职业化教育，实际上是一个比科学学位更复杂、更艰难的人才培养过程。明学理是前提。金融的基本道理要掌握，金融的未来发展趋势要清楚，中国金融的问题在哪里？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都要清楚。学理不清楚，这些问题是难以明白的。我希望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这方面要下大功夫。我一直倡导在金融专业学位教育中开一门课《金融理论与政策》。这门课的教材是我和王广谦教授主编的。在这本教材中，我把两三百年来金融理论的发展历史梳理了一下，告诉学生金融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是什么原因推动了金融的变革？这部教材的大纲我起草花了差不多半年时间，先后五六版，不断修改，才形成一个我比较满意的版本。我和广谦校长一起，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的教授，一起讨论、写作、修改。金融专业学位教育要注重理论基础。人才培养轻视理论都是没有前途的。国家如此，个人也是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轻视理论，怎么可能会有前途？一个民族的伟大在于思想的伟大。没有厚实的基础理论，其它的都只能是昙花一现。理论必须适应历史的趋势、文明的趋势，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前行。
第二是懂实践。不了解中国国情，不了解中国金融的现实，不了解中国的金融改革、发展，怎么能够培养出合格的人才？我们不要搞空中楼阁，不能画饼。懂实践，对我们的老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老师们一定要每天要多看新闻，少看抖音。抖音很少有有价值的信息，除非你累的时候作为消遣。抖音不可能给你提供有用的学术信息，很多内容是编的，是有人组织搞流量的。我看到有些教授组织人搞流量，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我们要深刻了解中国金融的现实、中国的国情、中央的要求。我经常说，我们要认真读一读中央的文件，二十大报告，包括中央政治局学习的公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的文件。我认为，这些文件很重要，因为他们起草文件的过程是经过很多专家长时间研究的，讨论了很久。要深入了解这些动态，比你自己闭门研究要重要。学习理论不排除学习文件。有的人说，文件是形式主义。我从不这么认为。我听过一些专家教授发言，很陈旧，没学习相关政策规则，他论述的问题早就不是问题了。所以，一定要懂实践。
第三是知模型。我在前面提到，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不是职业培训，是很高级的专业人才培养，要求与国际接轨。要知道建模型的基本原理，知道模型中的变量是什么？以及变量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权重是多少？在什么前提条件下变量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些是要知道的。这就涉及到在教学中，设置数学、计算机、建模等课程是必要的。我们已经进入到数字化时代，不是过去落后的时代。现在只讲一些概念，作简单的逻辑分析是不行的。中国金融的实践很多方面都走在教学的前面，这让我诚惶诚恐。中国经济的实践在很多方面也走在理论前面。作为一个金融学教授、经济学教授，这让我很担忧。我同时还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金融学只是应用经济学科15个学科中的一个，在今年应用经济学年会上我也谈到中国经济的实践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我们有愧于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感到汗颜。我们的学术精神、研究方法、学术视野、研究所需要的坚忍不拔的毅力，都是不够的。我们现在目标太多元了。学者的目标太多元就没有前途。什么都想要，怎么可能？我们要想好，此生是来干什么的。有的人要当院长，当了院长又要当校长，当了校长又要当书记，还想要去当教育厅长，或者还要当主管教育的副省长等等，目标越来越多，还想做学问？学问肯定做不了。各种荣誉都想要。这是不行的。荣誉，你做好了就会来。自己去要，很麻烦。我们有愧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丰富多彩，我们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第四是用AI。AI的时代已经来临。对财富管理而言，了解、运用AI很重要。现在不少投资管理机构都是通过AI来完成投资组合的。它把大数据读完后，能自动产生程序，知道什么地方买，什么地方卖，什么时候止损/止盈，很清晰。今天中国市场表现出非常迷惑的现象，可能与大量利用AI有密切关系。作为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要学会运用AI。要让学生多去这些机构看一看，了解AI在风险管理、投资组合中的广泛运用。    
第五是守底线。我与金融圈朋友交往比较多，年轻的时候，二三十岁的时候就与他们很熟。那个时候，他们是处长，我是人民大学的教授。后来他们不少人做到了副部级了、大集团的董事长了。突然有一天，得知他们出事了，很难过。他们可能是底线没守住。我的小孩也在金融机构工作，做外汇交易，平时聊天我提醒最多的是要守底线。拒绝和交易对手见面。在工作上，交易对手的任何活动都不能参加，包括简单的吃饭喝茶，因为这有可能影响到交易的公平性。这就是底线，是职业伦理。守住了底线，一生就平安。学者也要守住底线。学者的底线是良知。金融专业人员有自身的底线，那就是公平透明。现代金融的核心是透明度。
第六是敬法律。敬畏法律、遵守法律，这是人生最后的底线，必须守住它。在人才培养中，要告诉学生们，你们是中国金融的未来。他们中会产生人民银行行长、金融监管总局局长、证监会主席、大银行行长，也可能产生省长、省委书记，甚至还会产生国家领导人，守法很重要。守法最重要的就是不要以权谋私。守住了人生的底线，你的内心就会很淡然。
以上就是我要讲的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的六点要求。在新时期，金融专业学位研究生要做到：明学理、懂实践、知模型、用AI、守底线、敬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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