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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忆往昔峥嵘岁月：三十年铸就金融黄埔

从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往北，火车通过的第五个道口，叫“五道口”。

1981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后更名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选址

海淀区五道口东升公社的一个卫生院里。从此以后“五道口”这个带着些调侃与神秘的别称在

口口相传中渐渐代替了它的标准称谓。伴随着研究生部作为“中国金融界黄埔军校”的崛起，

“五道口”这个历经30年风霜洗礼的称呼，更包含了历届校友对母校的深深眷恋以及社会各界

对其多年执金融教育之牛耳的独特推崇。

2012年3月29日，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成立仪式上，陈吉宁校长特别提到清华学堂

首任监督周自齐先生卸任学堂监督后随即担任了当时的央行——中国银行的总裁一事。即使不

论清华与央行这段百年前的合作渊源，就研究生部成立以来与清华在五道口毗邻而居的30年，

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双方“一街之隔、彼此倾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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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时代  应运而生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的前身中国人民银行

研究生部（时名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

生部）是1981年经当时国家教委批准设立、由中国

人民银行总行直接领导的专门从事金融硕士研究生

和博士研究生学历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

“五道口”的成立与发展可以说是我国30年金

融改革的缩影。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处于计划经济

时代，银行有名无实，充当财政的出纳，甚至并入

财政部。1979年3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党要十分

重视提高银行的作用》，第一次发出明确的信号。

10月4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

说：“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银

行要办成真正的银行。”11月，《红旗》发表李大

钊之子、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葆华的文章《充

分发挥银行的经济杠杆作用》。但文革十年，教育

断档，百废待兴，办银行的人才从哪儿来，成了一

个很大问题。

我国在金融改革实践中急需一批既懂计划经济

又懂市场经济，既熟悉中国国情又了解国外经济的

金融专业人才。但我国真正懂银行、懂金融的高级

管理人才并不多，能够积极投身于金融改革一线战

场的人就更少，金融领域高级管理人才的匮乏成为

了当时束缚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

此时已恢复了高考，高校也开始招研究生，时

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常务副行长的刘鸿儒先生以其敏

锐的感触、超前的意识，深刻地体会到了培养高级金

融管理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出于对中国金融改革

发展大局负责，为中国金融体制建设、国民经济发

展而奉献的他担当起了办学兴业，拓荒草野的历史

重任。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财金系有10个研究生名

额，刘鸿儒去向系主任黄达要名额。黄达给了刘鸿儒

两个建议：第一，不要依靠人民大学，学校名额有

限；第二，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考虑成立自己培养研究

生的单位。于是刘鸿儒开始多方奔波，召集了一批具

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和有关专家，共商兴学大计。

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高层领导决定由下属金融研

究所筹建专门培养金融研究生的学校，校名为“中国

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

1981年秋，在得到国家教委批准后，中国人

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正式挂牌成立。同

年，经国家教委批准，研究生部开始面向社会招收

硕士研究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成为了我国改

革开放后第一所专门培养金融研究生的学校，也成

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见证者和推动我国金融体

制发展变化的身体力行者。

成立伊始，研究生部周围还是一片荒郊，基础

设施落后，教学设备匮乏，仅有的一座工字型的二

层红砖楼也只有其中十几间房属于研究生部。授课

者除了金融所的研究人员，还有外聘的大学教授。

尤其是厉以宁帮助制订了一整套的教学大纲，并亲

自开课，还组织北大老师承担了全部基础课。实务

操作的课程则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司局长和各银行

行长担纲讲授，比如工商银行行长张肖，中国农业

银行行长王兰，中国银行李嘉华、戴乾定、刘德芳

等。很多银行业改革的现实问题被拿到课堂上进行

讨论，学生们甚至还有机会与决定经济走向的决策

者当面辩论。

综述

老校门 1981级硕士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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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博采众家之长
“五道口”三十年来在培养金融类应用型研究

生工作方面经历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历程，最

大的办学特色就在于依托金融业界博采众家之长，

采用教师外聘制、导师外聘制“两条腿走路”的体

制，体现了完全开放的办学特点。

教师外聘制。“五道口”从创始阶段起，就按照

教师外聘制的理念，所聘请的教师队伍中云集了当时

中国金融届的精英。聘请备受尊敬的经济学界前辈陈

岱孙、金融学术界泰斗黄达、著名的市场经济学家厉

以宁以及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胡代光担任学术顾问，

聘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次评定的八大研究

员——刘鸿儒、尚明、丁鹄、周林、杨培新、甘培

根、林志琦、虞关涛作为核心教师队伍，同时邀请中

国人民银行行领导和厅局级干部开设讲座，讨论经济

金融实践中的问题。这八大研究员均在国外学习过，

具有良好外语水平、市场经济专业素养和超前的意

识，他们为研究生部培养前沿高端人才做出了极大

贡献。三十多年来，“五道口”除了聘请北京大学和

中国人民大学的著名教授担任学术顾问外，在基础课

和理论课方面也同样聘请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国际关系学院等国内一流

综合院校或专业性院校的知名教授。这种择优聘用的

制度有利于引进新思想、新思路和新理念，使“五道

口”的教学始终保持在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最前沿。

“五道口”一直以来采用的教师外聘制开创了我国高

等教育体制的先河，后来也曾成为了其他兄弟院校效

仿学习的典范。

导师外聘制。得益于中国人民银行这一特殊平

台的影响，建校以来，“五道口”一直聘请我国金

融领域中各类专家、学者、高管等学识渊博、见解

深刻、实践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组成数目较大、

“四大学术顾问”和“八大研究员”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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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部在成立之初，便力邀陈岱孙、胡代

光、厉以宁、黄达四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家，担纲学术顾问并亲自授课；又聘请到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首次评定的

八大研究员刘鸿儒、尚明、丁鹄、周林、杨培新、甘培根、林志琦、虞关涛，组成核心教师队伍。他们忘我地投入，倾

注了大量心血，为“五道口”学术思想的启蒙、实务创新的求索、道口精神的凝聚等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大学术顾问
陈岱孙
经济学家、教
育家，曾任
清华大学经济
系主任、法学
院院长，北京
大学经济系主
任，教授、博
士生导师。

黄达
经济学家、
教育家，中
国人民大学
原校长，教
授、博士生
导师。

厉以宁
经济学家、教
育家，北京大
学社会科学学
部主任、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
学 院 名 誉 院
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

胡代光
经济学家、
教育家，曾
任北京大学
经济系系主
任、经济学
院院长、教
授、博士生
导师。

八大研究员
刘鸿儒   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学位委员会主席、教授、博士生导
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尚   明    研究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

丁   鹄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世界经济学会国际经济关系研究
会副会长、国际金融学会理事。

周   林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国际金
融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参事。

杨培新    研究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秘书、宣传处长、编辑
室主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金融协会副秘书长，
国务院参事。

甘培根   研究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银
行研究生部主任、中国金融学院副院长。

林志琦   研究员,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编译室，从事银
行法、外国银行体制及实务、金融市场等研究工作。

虞关涛   研究员，从事欧美银行制度，着重西方经济学货币理论和资
金流量指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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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一流的导师队伍，作为“五道口”培养实务型

人才的重要举措。由于导师队伍的特殊业界背景，

使得“五道口”的学生能够接触到最前沿的金融理

论和实务，他们在跟随导师治学的过程中，形成

对某一特定领域的深入认识，并内化为出众的竞

争力。

开放式办学。“五道口”自1981年建校以来，

一直坚持开放办学的方针，不断从国内外聘请教

授、学者及专家来校讲学。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罗伯特·蒙代尔教授（Robert A.Mundell）、斯

坦福大学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教授（Ronald 

I.Mckinno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

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教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

会前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ker）先生等在内的

诸多著名经济学家前来讲学，印证了研究生部开放

办学的特点，也展示了研究生部在中国金融教育领

域执牛耳者的地位。国际化的视野与最前沿的知识

不但大大拓宽了学生们的视野，使他们能在中国风

起云涌的金融改革中大显身手，而且也成为了“五

道口”开放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改革的弄潮儿
“五道口”师生积极投身改革实践，从来没

有停歇过，走出了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这不仅是道口学子崭露头角、获得成功的根本，也

是“五道口”办学模式成功的根本。他们不只关心

中国金融问题，也关心国际金融问题；他们不但学

习先进的理论知识，而且学习如何把理论应用于实

践，而他们最大的实践就是积极投身我国金融体制

改革。“投身改革，经受锻炼”——刘鸿儒在为研

究生部十年校庆题词时这样写道，这不仅寄托了刘

鸿儒对学生的殷切期望，也是对“道口学子”理论

联系实际行动的充分肯定，更是对“五道口”办学

宗旨恰如其分的诠释。

“五道口”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老三届”在

中国金融人才青黄不接之际走出校门，成为执掌中

国经济命脉的一代。包括1981级吴晓灵（曾任中国

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局长）、1981级夏斌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

曾任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1981级胡晓炼

（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81级金琦（现任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曾任IMF中国执董）、1982

级魏迎宁（现任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曾任中国保监会副主席）等等。“五道口”

学子创造了并正在创造着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

1984年5月31日至6月7日，中国金融学年会第

二次代表大会在安徽合肥市召开，这是全国金融领

域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有全

国各地金融部门的代表，以及财经院校和科研机构

的资深学者。会上，研究生部蔡重直、齐永贵、波

涛等23名学生代表提出《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

纲》，率先主张中国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应是建立和

发展金融市场，特别是发展股票市场。提纲导言铿

锵有力，字里行间洋溢着自信与无畏的开拓精神：

“本提纲宗旨是提出我国金融改革必须重新确定新

的战略指导思想，摆脱目前金融改革单纯局限于银

行机构改组的被动局面，使金融改革成为进一步推

动国民经济改革的‘催化剂’。现在，逐步地稳妥

地开放中国式的金融市场是我国经济改革大趋势的

客观要求，是推动商品生产规模扩大的重大步骤，

是金融体系全面改革的突破口，它要求我们冲破传

统思想的束缚，扬弃已过时的金融理论，全面开创

金融改革的新局面。” 这是“五道口”的学生们令

人印象深刻的一次集体发声与呐喊。对此，《中国

日报》在经济版的头条刊发了一篇题为《中国四大

银行的垄断地位将要打破》的文章，英国《金融时

报》等多家媒体纷纷进行转载，甚至引起了国家高

层领导的重视。《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索提纲》被

誉为中国金融市场的“蓝皮书”，在中国金融改革

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

在中国金融改革三十年的浪潮中，“五道口

人”成为名符其实的弄潮儿，他们创造了诸多第

一：参与创立中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银行招商

银行、担任中国第一家证券公司特区证券首任总经

理、担任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深圳发展银行首任行

长、创建中国第一支基金富岛基金、主持全国最大

重组案粤海重组、创立中国第一家银行卡标准系统

中国银联……一系列中国金融领域的创纪元般改革

的重大举措中都活跃着“五道口人”的身影。历史

赋予了“五道口人”难得的机遇，他们也不负历史

之厚望，在中国金融改革浪潮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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