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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
学校召开财商教育特色教材建设推进会

10月 27日下午，学校召开财商教育特色教材建设推进会，党委书记白光昭

主持会议并讲话，副院长刘冰、王艳明出席会议。

在听取与会人员发言后，白光昭对“十四五”教材建设目标规划及财商教育系

列教材出版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财商教育系列教材

编写与出版提出了明确要求。他指出，教材是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立德树人的

基本载体，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能否落实、教育目标能否实现。加强财商教育

特色教材建设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实现学校高质量内涵式特色发展的基础。教

材编写出版工作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

进头脑；要聚焦特色建设，编写反映财富管理学科优势、体现财商教育办学特色、

适应学生课程学习的特色专业课程教材。

白光昭强调，各部门、各学院要积极整合全校资源，上下联动形成协同作战

合力，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忘我的精神状态，把财商教育教材建设作为一项重要

工作持续推进。要深入论证教材编写方案，不断总结编写经验，严格遵守教材编

写规范，做好教材立项选题工作；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全面提升教材质量，塑

造品牌，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精品教材；要加强教材团队建设，鼓励

教学名师、高水平专家主编或参编教材编写工作；要建立激励机制，充分调动教

师编写优质、特色教材的积极性，进一步深化教材建设管理改革，提高学校人才

培养质量，推动学校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会上，教务处解读了学校“十四五”教材建设规划（讨论稿），财商教育系列

教材的主编教师分享了编写经验与做法。

党委办公室、院长办公室、发展规划处、教务处、各学院（部）院长（主任）

以及教师代表参加会议。

部门传真

团委指导全体新生开展财商教育系列活动

10月 20日至 28日，团委指导校、院两级财富管理研习社开展财商教育系

列活动。

49名财富管理研习社学生骨干，结合对财富管理、财商教育的学习、实践、

认识、理解和体会，分别制作授课提纲和 PPT，经团委统一审核后，为新加入研

习社的同学作“同辈辅导”专题授课。团委指导 14个二级学院分团委、团总支、

学生会、财富管理研习社，开展覆盖全体新生的财商教育校园文化活动：管理科

学与工程学院、会计学院、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举办财商教育主题演讲比赛；工

商管理学院、经济学院、统计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

院、国际商学院举办“树立正确的财富观”“财商养成，财智一生”等专题讲座；



金融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举办财商教育主题辩论赛；法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

外国语学院分别举办财商教育电影展播、故事分享交流会、读书交流会，各二级

学院研习社学生骨干相互观摩活动并作互学交流。

该系列活动在向学生开展特色宣传教育的同时，检验并巩固、提高了共青团

的“三力一度”水平、学生组织的能力素质水平、学生骨干接受财商教育的水平，

为财商教育校园文化活动进一步扩面提质打下了坚实基础。

院部信息

人文与传播学院举办“唐宋变革与中华财富文化的近世转型”讲座

日前，人文与传播学院举办“唐宋变革与中华财富文化的近世转型”专题讲

座，学院美育教研室主任解陆陆主讲。

解陆陆以“唐宋变革论”为理论切入点，从富民文化的兴起、士人财富观的转

变和近世“理财文化”的形成三个角度分析了中华财富文化的近世转型，阐明了中

华财富文化的近世转型对我国当代财富文化和财富管理具有的重要借鉴意义和

启发价值。在政府层面，要构建科学、合理、多元的财富分配格局，把蛋糕切好；

要防范和化解重大金融风险，为百姓管好钱，理好财。在社会层面，要大力发展

公益慈善事业，通过三次分配促进实现共同富裕；要重视财商教育，培养财富管

理专业人才和提高全社会的财商素养。在个人层面，要正确处理好财富与法律、

道德、权力、婚姻的关系，善于运用自己手中的财富来提高自己的个人素养。

论著推介

金融学院黄燕：明代社会财富结构及其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市场商品经济、江南市镇经济及白银货币化的迅速发展，

社会生产、生活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财富两极分化愈加严重。历经百年

而严重固化的中央集权制度与党争、腐化的官僚系统推动了这种分配不公平，加

剧了社会矛盾冲突，并最终导致了明代的灭亡。文章将明代的社会群体分成了不

同阶层，分析了其财富结构的构成，并探讨了这种结构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

（原文发表于《投资与合作》2021年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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