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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专业伦理教育探析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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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融专业是培养金融从业人员的主要阵地，是金融业生生不息发展的血液来源和养分补充，其基本的伦理
道德素质决定了金融行业的发展方向和速度。教学过程中不能仅注重金融专业知识的学习，要在课程体系中设置金融

伦理课程，合理安排课程内容，并注重实践活动中的伦理道德情操观的渗透，培育健康的金融伦理文化，为金融行业培养

德才兼备的人才和后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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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金融与伦理的关系
长期以来，金融秉承“经济人”的假设，在既定的资本

约束下，以追求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为己任，目标非

常明确。在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学者们也是习惯运用经

验数据对客观事实进行实证研究，将其作为一门客观科

学，告诉人们“是什么”，而很少涉及价值判断，即“应该是

什么”及怎样做的问题。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金融机构、

政府等行为主体不断受人诟病，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的目标中，其行为是否符合伦理道德，是否“为善”、“正

确”。价值观判断在日常金融事务中无处不在，而金融的

研究和教育却脱离实际的价值判断诉求［１］。金融活动不

是纯粹的、单一的，与社会其他活动是交叉的、复杂的。

金融活动的主体不仅仅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在自

身利益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有冲突的条件下

需要进行价值权衡与价值选择时，应承担利益相关者相

应的伦理责任，维护金融活动的健康开展。因此，在金融

专业的教育、科研以及实践中都应该将金融与伦理结合

起来。

法律可以约束金融主体的行为，但其不同于伦理道

德。在所有商业经济领域中，金融领域的法律规范是最

为繁杂的［２］。一个国家在证券交易、保险交易、商业银

行、公司金融等方面的定法文献真可谓汗牛充栋。但是

再多的法律条文、再严密繁琐的法律规定都不能自动保

证金融市场的秩序与对金融机构约束的有效性，金融危

机的爆发就是最好的见证［３］。法律的功能是有限的，而

伦理道德在社会中有更广泛的约束与自律作用，且实施

的成本低。如果从业者丧失了这种以金融伦理为基础的

自律，那么法律的功能则仅仅限于事后的惩罚，所以基于

金融伦理的自律是金融法律法规有效发挥他律作用的基

础。金融伦理观念渗入到金融活动中就会形成金融伦理

文化，文化的影响是长期的。所以构建健康的金融伦理

准则和文化是金融活动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础和关键。如

何传导健康的金融伦理观念，培育健康的金融伦理文化，

是金融学教育工作者的重任。

２　伦理教育的必要性
金融专业学生是金融行业就业的后备军，是金融业

生生不息发展的血液来源和养分补充，其基本的伦理道

德素质决定了金融行业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在大学阶

段，他们年轻可塑性强，仍处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阶

段。在这个时期加强对大学生的金融伦理教育，对于提

升其金融伦理道德的修养，往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３］。伦理教育可以化解学生的道德困惑，激发进取心、

敬业意识和培养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健全主体。因此对在

校大学生进行基本的伦理教育，尤其是强化金融专业学

生的伦理道德意识，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金融领域比其他行业更容易发生不道德的行

为，且影响更大。这是由金融专业的特殊性决定的，因为

金融交易的产品是资金，而资金又都是“别人的钱”，金融

从业人员出于贪婪的欲望而更容易发生欺诈、操纵、违约

和不公平交易［４］。比如银行的钱是存款人的，保险公司

的钱是保险人的，证券公司有客户的保证金，基金公司的

钱来自于投资人的份额，第三方支付机构、Ｐ２Ｐ贷款平台、
众筹平台等新的网络金融机构也都是用的别人的钱。从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０９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规划课题（ＸＪＫ０１３ＱＧＤ００５，ＸＪＫ０１２ＢＧＤ０３８，ＸＪＫ０１３ＣＧＤ０３８）
作者简介：刘晓霞（１９８１－），女，湖南湘乡人，讲师，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公司金融、公司治理研究。



第７期 刘晓霞，等：金融专业伦理教育探析

业人员可能经不住诱惑，通过非法盗取、关联交易、关联

担保等违背道德的行为中饱私囊，致使金融犯罪案件层

出不穷，甚至引发金融动荡，波及实体领域，造成金融和

经济危机。如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源于美国银行家、评

级机构扭曲的金融伦理和金融腐败而引发的金融海啸。

其次，金融行业的创新日新月异，金融产品五花八

门，金融消费者容易受到专业知识上的歧视和欺骗。金

融体系的运转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只有经过系统的教育

培训，才能掌握全面的金融知识，理解金融运作的逻辑和

本质，故普通的投资者和民众很难清楚地了解金融体系

的运作模式［５］。经过专业的系统学习和培训后，金融专

业的学生进入金融实体领域后，对金融的发展和创新有

积极的作用，创造出更多更新的金融产品，比如最近发展

迅猛的Ｐ２Ｐ网络贷款、众筹融资等网络金融产品，影响和
改变人们的消费和投资习惯。如果这些金融的创新者和

变革者伦理道德素质低下，就会经不住利益的诱惑，虚假

宣传、刻意隐瞒、违规披露、非法集资、坑蒙拐骗、捐款跑

路等误导和欺骗消费者，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在金融

领域中，基于金融知识壁垒的广泛存在，金融机构从业人

员必须具备较高的伦理素养，尤其是进入这个行业之前

就应予以强化，否则投资者受骗的概率将非常高。

再次，金融领域与其他行业相比，信息不对称程度更

高，从而更易引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当一个储

蓄者将资金存到一个商业银行时，是基于他对银行充分

的信任，他相信银行可以保证其资金的安全性。银行作

为代理人，本应该秉持稳健经营的理念，谨慎选择投资项

目。但是很多时候，银行却是风险偏好者，他们会置风险

于不顾而选择那些投机很强的项目期望获得非常规的收

益，这就是典型的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也非常普遍地存

在于金融体系之中。比如，在证券发行时，往往是那些业

绩不好、经营有问题的公司获得上市资格，因为他们为了

获得资金，不惜用各种欺骗性的方法包装他们的财务报

表，提供虚假的信息，甚至通过贿赂等手段买通监管部门

的官员。结果导致证券市场充斥着一批劣质的上市公

司，而优质的公司反而被排除在证券市场外，这就是典型

的逆向选择行为。在金融系统中，道德风险与选择行为

是如此普遍，以至于金融从业人员必须有很高的伦理素

质，才能避免这样的风险发生。因此，在他们为金融行业

服务的准备阶段就接收系统的伦理道德教育是非常有效

而且十分必要的。

３　伦理教育的构想
首先，树立伦理教育理念。教育强国，育才兴邦。世

界高等教育发展经验表明，现代高校是各种意识形态集

中之地，也是主流意识形态争夺青年之地。金融专业学

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基本的道德情操观念，还要针对金

融行业高风险的特征，培养他们的风险意识，增强社会责

任感，培养奉献和服务精神，强化遵规守法的价值理念，

突出伦理道德的重要性。这样的伦理道德教育理念应该

在全国所有金融院校和各级金融专业教学和实践活动中

渗透。金融专业教师应树立道德为先、伦理育人的思维，

并通过言传身教，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将金融伦理思想渗

透到各个知识点。

其次，建立伦理教育模式。一是在金融专业的课程

体系设置上重视伦理教育。在课程设置上，金融伦理教

育能够形成行为倡议，如按期还贷、如期偿还借款等等；

开设以金融伦理案例为主的伦理课程，并引入社会上金

融从业专家的系列讲座，增强学生对金融伦理道德的兴

趣。在课程内容安排上，金融伦理教育应加强学生对金

融行业风险的认识，对人性的弱点进行更深入的解剖，对

诚信、廉洁、公平、公开、公正等基本的伦理道德要素进行

详细的案例分析或者课堂讨论与表演，纠正金钱至上、享

乐主义、钻空子走捷径的不正之风，让学生对金钱有正确

客观的认识，树立诚信学习、诚信考试、诚信做人、诚信做

事的信用道德观念。因伦理道德教育在学校教育中一直

流于形式，内容枯燥无味，因此其课程体系的建设和内容

的安排是否合理生动有趣，直接影响了学生对此知识的

接受和掌握程度。二是在金融专业实践教学中渗透伦理

道德情操观教育。组织学生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通过

与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理财公司等合作，建立稳定

的校外实习实践基地，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亲身感

知企业文化，让金融企业从业者讲解职业道德和从业精

神；开辟第二课堂，通过积极组织各类志愿者活动，帮助

困难个人和家庭，让学生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感知他们的

苦与痛；发动学生参加慈善活动，利用为灾区捐款捐物等

行动来激励和教育学生，加强学生团结互助、忠诚感恩等

方面的教育，培育学生拥有一颗善良和友爱的心，提高社

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为金融行业培养优质的后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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