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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张晓君老师专访

张晓君老师现任光华管理学院会计学系助理教授。

她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获得管理学博士学位，她的

学术兴趣包括投资者保护、公司治理、监管者监管和

信 息 披 露 。 张 晓 君 老 师 的 工 作 论 文 近 期 在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上发表，本期《走

近会计系》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张晓君老师，与我们分

享她的研究经验。

一、论文介绍

《Does Public Enforcement Work in Weak Investor

Protection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China》为张老师与

Bin Ke 老师合作的文章，目前已被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接收。文章以 2007年中国证监会

发起的旨在改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的专项活动为背

景，探讨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弱的国家中监管部门公

共执法的效力问题，丰富了执法效力与公司治理方面的文献。

2007年，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下，中国发起了一场广泛的改善上市公司公司治理的专项

活动，要求所有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应当遵循 2002年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在这场专

项活动的第一阶段，证监会要求所有上市公司披露一份公司治理自查报告，阐述本公司公司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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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存在的不合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整治措施以及制定完成这些整治措施的明确时间表；在这

场专项活动的第二阶段，各地证监局会对其管辖范围内的各上市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根据证监

局发现的其他未被上市公司披露的公司治理不合规问题，证监局将视其严重程度出具一个单独

的整改报告，上市公司需要披露这份整改报告。在 2008年 6月，证监会还进一步要求上市公

司披露一份关于公司治理问题的后续报告。

文章以这次广泛而全面的执法专项活动为背景，实证检验了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弱的国家

监管部门执法的效力。研究发现，在这场旨在改善中国公司治理的专项活动发生后，中国上市

公司的盈余质量和整体股东价值显著提升，具体表现在盈余管理程度显著下降，盈余反应系数

显著提升，未来的会计业绩指标显著改善。文章的结果表明只要政策执行得当，在投资者保护

程度较弱的国家进行公共执法对提升公司治理和股东价值是有效的。同时，张老师及其合作者

发现，在中国的这次公共执法之所以有效，可能的原因是 2007年的改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

专项活动采用了更为详细的整改问题清单。最后，张老师及其合作者排除了这篇文章所发现的

结果可能存在的替代性解释，他们检验了 2004-2010年间发生的可能会影响文章结论的事件，

如证券法的修订且生效、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以及股权分置改革等等，发现这些事件对文章结论

都没有影响。

文章的贡献在于，第一，补充了关于执法问题的相关文献，文章的结果表明，如果公共执

法在政策上能够得到合适的设计和执行，即使在一个欠发达的制度环境中，其依然能够发挥作

用；第二，补充了公司治理方面的相关文献，这篇文章结果证明，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薄弱的中

国，强有力的投资者保护法律如果得到充分执行，仍对提高股东价值具有重要作用。

二、研究经验分享

投资者保护一直是会计金融研究领域令人关注的话题之一。张老师表示，现有的文章很多

把目光放在发达国家内或跨国间的投资者保护，但对于中国这样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采取

什么样的法律执行方式能够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

张老师一直对投资者保护领域的研究有兴趣，这篇文章是张老师的第一篇工作论文，当时

公司治理专项活动已经开展完毕，有比较完整的研究数据。在与当时的导师 Bin Ke教授讨论

过后，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可行的、有贡献的研究话题，所以决定开始进行后续的工作。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作为一个博士生，要跳出简单的政策文字叙

述，深入了解具体的政策实施和执行情况。这篇论文研究的是证监会的法律执行方式，国外的

学者对这方面不熟悉，因此需要提供更加详细的背景知识和机制设计。张老师通过各方渠道与

证监局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咨询证监会的监管模式、专项行动的应对措施等。张老师建议，

当我们在做政策效果的研究时，不能局限于阅读政策文件和收集公司公告数据两方面，否则对

政策执行了解不足，容易忽略政策执行对研究产生的影响，也会降低对文章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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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司治理专项活动的数据并非数据库数据，需要手工收集与整理，张老师用了 2个

月左右的时间进行手工数据收集。张老师认为自己收集数据的过程也有一定的好处，这会使我

们对数据更加了解，进行后续的工作也会更加得心应手。在收集数据时，张老师建议我们要考

虑全面、系统之后再开展数据收集，避免做反复的工作。

从工作论文完成到文章最终发表经过了很长时间，审稿过程中审稿人的建议能够给文章提

供很多新的研究角度，发掘新的研究问题，推动作者去做更多的尝试，提供更多的证据。虽然

有时候审稿人的意见会增加很多的工作，但是张老师认为这些意见整体上一定是在帮助文章变

得更好的。谈到审稿人更关注文章的哪些方面，张晓君老师表示毋庸置疑是文章的贡献。研究

问题重不重要是审稿人非常在意的，如果研究问题不重要，那文章一定很难过关，如果重要，

但现有文献上已经有了相关的成果，那文章可能也很难被接受。因此张晓君老师认为，我们在

做研究时，研究问题的贡献首先要过自己这一关，如果自己不相信自己的研究问题，那么一定

也很难说服别人。

三、对同学们的建议

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张老师也为同学们提供了学习与研究的建议。张老师建议博士生尽

快确定自己想要做的研究领域和方向，这样才可以形成对现有文献积累，并进一步开始围绕这

个领域尝试去做研究。在最初进行英文写作的时候，很多博士生会觉得有一定困难，但张老师

表示其实很多时候写不出来是因为没有把问题逻辑思路想清楚，所以建议大家尽量在写作之前

先把文章的思路、逻辑以及贡献等方面想清楚，再多看文献、多加练习，一定会有所提升。

结合自己的研究与学习过程，张老师建议同学们一定要积极主动和导师保持良好的沟通，

和导师的沟通往往会带来很多的启发，所以一定要让导师知道自己的状态，不要只是自己闷头

做。在与老师合作的过程中，也要尽量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平时养成多思考、多积累的习

惯，锻炼自己的批判性思维，逐渐形成更加自信与积极的思维方式。

（撰稿人：张敬檬，杨大宇，段丙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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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海外交流经验分享

结束了近一年的海外交流学习，2016级的三位博士生周茜、王西子和张玥，分别从新加

坡管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多伦多大学返回光华。小编有幸采访到三位同学，让我们来

听一听她们的交流经历和收获吧！

周茜

2019年 8月-2020年 8月在新加坡管理大学（SMU）会计学院交流。SMU是一所年轻的研

究型大学，会计学科科研实力强大，在杨百翰大学（BYU）会计研究排名上多年位居亚洲前列。

一、交流期间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学术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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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期间的生活和在国内时相差无几。我到新加坡的时候是 SMU会计学院招 PhD的第二

年，所以 SMU会计系只有 6个人（博一、博二各 3人）。SMU的 PhD聪明、刻苦又健谈。我

们平时差不多早上八点多到工位，中午一起午饭，晚上因为健身需要，大家会各自晚饭。我每

隔两天会去 SMU的泳池游泳，运动确实可以提高学习效率，特别是心情烦闷的时候，运动特

别解压。大家晚上一般都会在工位学到十点多回家。偶尔周末或者重大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会

相约一起出去散心。比如 Universal Studio万圣节的鬼屋，圣诞节一起去吃自助烧烤、逛夜市

等等。

但是疫情发生后，学校不再开放，改为线上上课，我就基本都待在家里。在家办公刚开始

确实会影响学习效率，不过调整了一段时间也开始慢慢适应。

二、交流期间选修了哪些课程？

两学期我共选了三门课：Holly Yang和 Yun Lou开设的 Introduction of Accounting Research，

这门课主要是介绍会计研究最基本的几个研究话题，比如盈余管理、会计稳健性、信息披露等；

Qiang Cheng和 Xia Chen开设的 Financial Accounting则侧重与财务会计相关的各研究话题，大

家一起阅读、讨论经典以及最新的一些文献；Liandong Zhang和 Richard M. Crowley 开设的

Analytical and Empirical Methods in Accounting则侧重介绍会计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比如

RDD、PSM等等。

国外 PhD的授课模式和国内差不多，都是小班教学，分成各个研究领域开课，以博士生

研读报告经典和最新的论文为主，老师点评为辅，博士生期末提交并报告个人 proposal。与国

内不同的是，国外 PhD在报告文献时，会做更多的话题延伸和拓展，不局限于文章本身。

三、交流期间有哪些学术上的收获？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应该是研究心态的改变吧。

Qiang Cheng老师在课上说的一番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以前他文章被接收，会高

兴很久，但现在文章被接收，可能只会兴奋一个礼拜，但文章被拒稿的话，现在依然会难受很

久。这一年我收了好几封拒稿信，从最开始的非常难受，到现在虽然难受，但能比较快的与自

己的这种状态和解，投入到修改和下一轮投稿中。

另一个比较大的收获是根据审稿意见修改论文，修改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学会揣摩

审稿人背后真正的意思，虽然我意识到了这个技能的重要性，但我感觉自己还需要不断的锤炼。

第三个收获就是明白多思考、多交流的重要性。学术研究不是闭门造车，多思考、多交流

不仅能完善自己现有的文章，还有助于产生新的研究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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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西子

2019年 8月-2020年 8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商学院会计系交流。NUS地处新加坡

西南部，在 2021年 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于第 11位，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其商学院会计

系实力强大。

一、交流期间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交流的日常生活可以分为两段时间，一部分是疫情前，一部分是疫情后。

疫情发生前，一切都比较正常。学院给我申请了一个工位，平时白天我会在工位工作学习，

晚上和周末回家工作，在作息方面和在国内没什么差别。在饮食方面，我在学校时都会去食堂

吃饭，NUS的食堂比外面的餐馆要便宜很多，而且种类也很丰富。如果是在家的话，我会自

己做一些简单的饭菜，我大概一周会去一趟超市大采购，储存一些吃的用的。我的娱乐活动主

要就是出门跑步，有时会和室友出去寻找美食。由于我住的地方就在新加坡西海岸边，就靠着

大海，所以我几乎隔天就出门跑步。

在我交换的下半年，新加坡的疫情逐渐严重。在科研学习方面，疫情其实对我来说没有太

大的影响，但是由于无法在工位办公，我将办公地点变成了卧室。在生活方面，由于我们无法

外出，我也就没有再跑过步，基本每天都待在家里，只能做一些简单的锻炼，这也导致了我迅

速变胖；饮食上，几乎每顿饭都得自己做，厨艺有一定的提高。

二、交流期间选修了哪些课程？

我在交流期间选修的课程包括 Oliver Li 的 Empiric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Bin Ke 的

Empirical Research in Accounting I以及 Lan Wen的实证研究课程。Professor Li的课程主要关注

会计和金融实证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涉及的话题较为广泛，包括盈余反应系数、盈余公告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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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以及权益资本成本等；Professor Ke的课程主要关注投资者行为、社交媒体关注、财务报告

准则与机器学习等；而 Professor Wen的课程主要涉及到各类研究设计。对于文献课，每节课

老师都会就一个话题与同学们进行讨论，同时也会安排几位同学进行论文汇报，我积极地参与

了这个过程，认真阅读文章，积极与大家交流问题，从中接触到了很多以前没有学习过的知识，

也锻炼了自己的表达能力。同时我也积极参与了他们的研讨会，NUS会计系几乎每周都会邀

请世界各地不同学校的老师来报告论文。研讨会上，几乎所有老师都会到场与报告人进行讨论

交流，学生们也会积极参与，大家提出的建议和问题都非常有价值，我从他们的报告中学习到

了很多。

三、交流期间有哪些学术上的收获？

首先非常荣幸能够选修了 NUS的课程，并且能够与 NUS的老师同学有深入的交流，让我

能够体会到自己与别的同学的差距，督促我不断向他们看齐。在研究上，我在申请前与指导老

师林宇鹏老师关于研究话题已经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在交换期间，我经常和林老师交流讨论，

他建议我从经济学的方向来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使我受益良多。同时，我在与他的日常交流

中，也体会到，我们如果能将会计以外的知识融入到研究中，会让我们的研究变得更加有意义。

张玥

2019年 8月-2020年 8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商学院交流。多大罗特曼商学院会计

系实力强大，有 30位研究岗位教授，过去十年在杨百翰（BYU）学术研究影响力排名中一直

位于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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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流期间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

整体而言，我在外交流期间的生活非常简单：每天基本都去办公室，周末偶尔会参加一些

户外活动，比如跟朋友一起运动、徒步、骑行。

饮食上，由于多伦多大学没有像国内学校这样的学生食堂，所以我平时需要自己做饭，也

会自己带午餐和晚餐到学校，周末就去超市一次采购好一周的食材。多伦多唐人街就在学校南

侧，采购中餐的食材和调味料都很方便，加上唐人街的中餐馆也很多，所以我在饮食上完全没

有不适应的感觉。

生活上，多伦多市区很小，所以无论去商场还是超市，都是步行可以到达的，稍远的乘坐

公共交通或者打车也都很方便。而且多伦多城市环境也很好，所以平时我也会在我住的周围逛

一逛公园，跑跑步，有时也会跟朋友一起找一片草地踢球、玩飞盘。但是多伦多的冬天很漫长，

从 11月持续到次年 5月，最低气温有零下 20度，所以整个冬天几乎都是没有办法进行室外活

动的。

二、交流期间选修了哪些课程？

我交流期间一共选了 3门课，分别是会计系的 Introduction to Capital Markets Research in

Accounting、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n Contracting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以及金融系的

Corporate Finance。会计系的两门课程是报告并讨论论文的文献课，Corporate Finance是以老师

讲课为主。文献课的形式跟国内有一些不同，他们的文献课不需要做 PPT，每个报告的学生把

自己要讲的东西打印成 A4纸的正反面，就像写审稿意见一样，只用很简短的一段总结一下这

篇文章的内容，然后剩下大篇幅都是讨论点评。这样一来，大家会花更多的精力去讨论文章以

及相关话题的文献，而不是囿于细节。另外也省去了 PPT制作的时间，更好地锻炼了大家的

语言表达能力。

三、交流期间有哪些学术上的收获？

第一个收获是，在开始做一项研究前，要对相关的制度和市场实际有充分的了解。比如，

如果做债务合约的研究，就最好是去读一些研究报告，或者就是标普或者汤森路透这样的公司

对美国债务市场的介绍性的文章。在充分了解了这些制度市场的基本情况之后，一方面是做研

究心里会更有底，不是单纯跑回归；另一方面，通过理解制度和市场的细节，我们其实能够有

机会产生更多新的研究想法。

第二个收获是，要不断逼迫自己产生新的研究想法，并主动跟老师、同学讨论，如果讨论

后觉得不错，就可以试着去执行。研究想法这个东西，不逼自己，永远都没有，逼一逼就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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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还是能想到一些不错的想法。

第三个收获是，在研究中出现了困难和问题是很正常的。遇到困难一定要多跟朋友和老师

沟通，不要自己一个人闷在情绪里，调整好之后就勇敢去面对，去解决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

最终实在解决不了，也要及时放弃，开始新的研究。每一次困难，都是成长。

（撰稿人：肖帅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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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讲座信息发布（2019.12-2020.11）

时间 主讲人 学校 主题

2019.12.18 Weining Zhang 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Managerial Career Concerns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Evidence from the Inevitable
Disclosure Doctrine

2019.12.25 Frank Zhang Yale University Earnings Management via Not-wholly-owned
Subsidiaries

2020.01.03 Ronghuo Zheng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Transparency of Private Meetings and Market
Participants’ Attention 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Analysts in China

2020.01.06 Jonathan Glover Columbia University
Accounting Conservatism and Relational
Contracting & Optimal Team Composition:
Diversity to Foster Mutual Monitoring

2020.03.05 Chunmei Zhu The University of Waterloo The Treatment of Accounting Changes in
Covenants and Debt Contracting Efficiency

2020.03.10 Tian Xu University of Florida Auditor-Provided Tax Services and Tax
Outcomes

2020.05.14 Frank Zhang Yale University Measuring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Accounting Disclosures

2020.05.21 Ningzhong Li 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The Role of Capital Expenditure Forecasts in
Debt Contracting

2020.06.04
Wim A Van der
Sted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Technological similarity and relative

performance evaluationXiao Xiao Peking University

2020.06.11 Stacie K. Laplant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Just BEAT It” Do Firms Reclassify Costs to
Avoid the Base Erosion and Anti-abuse Tax
(BEAT) of the TCJA?

2020.06.25 Matthew
Cedergre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Round Number Reference Points and

Irregular Patterns in Reported Gross Margins

2020.07.16
Wim A Van der
Sted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sponding to Pandemic Shock: How Will
the Audit Market Look Under Remote Audit
Service?Seong Jin Ahn Peking University

2020.09.23 Jing Li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Risk Shifting
with Asymmetrically Informed Creditors

2020.10.14 Hun-Tong Ta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Enhancing Auditors’ Reliance on Data
Analytics Using Mindset

2020.10.21 Guochang Zha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ivisional Managers’ External Social
Connections and Capital Investment

2020.11.04 Bin K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orporate ICT Investment and Resilience

（讲座信息整理：吴金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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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天地

会计系 2020级硕博新生介绍

新学期开始啦，又有一批小伙伴加入会计系大家庭，快来认识一下他们吧！

直博生

肖华茵

爱吃：牛肉火锅、潮汕肠粉、串串火锅、烧

烤…总之一切不要太辣的好吃的！

星座：巨蟹座

性格：熟了就很沙雕….吧

爱好：补番、看漫画、追综艺

家乡：广东汕头

毕业院校：中山大学

时昊天

爱吃：西餐，日料

星座：双鱼座

爱好：各种体育，音乐，综艺

家乡：吉林长春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

学生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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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博生

吴书月

爱吃：火锅（四川火锅、潮汕火锅、北京涮

锅……）星座：水瓶座

性格：一旦熟悉了就变话痨

家乡：四川自贡

爱好：游泳、情景喜剧

毕业院校：北京师范大学

张宇星

爱吃：火锅和甜甜的东西

星座：双鱼

性格：开朗&热情&随和

口头禅：好滴呀、太强了

家乡：山西晋城

爱好：科幻悬疑推理类的小说电影游戏

毕业院校：中央财经大学

蒋朏

爱吃：火锅

星座：水瓶座

性格：开朗、随和

爱好：读书、音乐、吉他（入门）

家乡：云南大理

毕业院校：西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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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雅婷

爱吃：豆腐、酸菜鱼和除了香菇以外的美食

星座：白羊座

性格：活泼

爱好：看小说、钢琴、画画

家乡：湖南株洲

毕业院校：南开大学

廖静莹

爱吃：可太多了 233麻小火锅烧烤！（麻辣重口爱好者）

星座：射手

性格：外冷内热

爱好：架子鼓、吉他、吃&睡、打游戏

家乡：湖南衡阳

口头禅：太难了

毕业院校：湖南大学

肖峰

爱吃：可多了，每段时间还不一样 hh，最近喜

欢吃脆桃

星座：射手座

性格：非常随和

爱好：音乐、阅读、跑步

家乡：湖北仙桃

毕业院校：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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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专栏

PAC回顾 |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宣讲会成功举办

11月 21日，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系宣讲会在光华老楼 114教室成功举办。虽然当天下雪，

但同学们还是非常热情地前来参加宣讲。为了给大一大二同学提供更好的选专业参考和指导，

给大三同学们更好的关于保研、就业、职业路径发展提供帮助，以及综合介绍会计系情况和

MPAcc项目的情况，本次宣讲会邀请了四位会计系本硕在读或是已经毕业工作的学长学姐，同

时还邀请到了会计系主任李怡宗教授和MPAcc的两位老师进行综合介绍及答疑解惑。

首先进行分享的是光华会计系 2015级本科生梁煦学姐。本科毕业后，梁煦学姐前往伦敦

商学院（LBS）攻读金融硕并于今年毕业，即将入职鼎晖投资 PE分析师。首先，她向大家介

绍了选择会计系的几点原因，包括课程内容、教师吸引力、跟硕士衔接的考虑等。梁煦学姐也

结合自身经验，分析了选择会计系的利弊，详细地帮助同学们了解会计系的各种情况。最后，

本科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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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姐从自己多元丰富的实习经历说起，讲述了自己是如何从公司财务部、四大审计部、咨询、

研究部，最终确定了买方的方向。她建议同学们，在确定自己最终的工作方向时，心态要开放，

多做各方面的尝试。社会上不存在所谓职业鄙视链，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才是最重要的。从选

择专业、职业路径等方面给了大家许多有用的建议。

第二个与大家分享的是光华会计系 2016级本科生吴越学姐，顺利保研后，她今年正式开

始就读于会计系的MPAcc项目。她从保研经验分享和在 MPAcc就读体验两方面为同学们进行

了讲解。学姐详细讲述了保研过程中从方向确定、材料准备、直到最后的面试环节的全流程，

给了同学们关于保研的清晰认知。接下来，吴越学姐又从 breadth、warmth和 growth 三个角度

分享了自己在MPAcc就读的体会，包括课程设置、同学情况、就读感受等各方面。她给同学

们对比了MPAcc课程与本科时期的区别，让同学们对 MPAcc项目的培养目标、学习内容都有

了更充分的理解。最后学姐提醒大家不要被 peer pressure压倒，人生有无数种可能。

第三个与大家分享的是光华会计系 2017级本科生张洋学姐，目前已经成功保研清华经管

金融硕。学姐着重介绍了为什么选择会计系以及保研金融硕的经验。张洋学姐的讲述真实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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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其中特别提到在会计系新年晚会上感受到久违的温馨。学姐还给出了许多生活学习中的小

建议，比如不要一直呆在自己的舒适圈，可以自学一些金融系的基础课程等。在保研方面，学

姐分享了自己参加过面试的 4个项目，并提供了非常切实的准备建议，如要复习好专业课知识、

写简历时要对每个用词推敲、面试时更注重校内经历而非实习经历等。许多建议都不仅可以用

于保研，对日常学习生活也很有帮助，给了同学们很大的启发。

最后与大家分享的是光华会计系 2017级本科生王天翼学长，作为前任会计俱乐部团支书，

他主要与大家分享了在会计系就读的学习生活体验。他首先用幽默风趣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案

例帮助低年级同学理解了什么是会计、会计系究竟在学什么。天翼学长还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写

的段子，来佐证在会计系繁忙却也有趣的生活。在同学们的阵阵欢声笑语中，学长更深刻地总

结了会计系的三个特点：首先是重视理论和实务的结合；其次是同时具有金融、管理的特征；

最后是由于小班教学性质，重视团队合作。学长还与我们分享了他喜欢的字和诗词，祝福同学

们无论何时都有“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的闲情逸致。

李怡宗老师则从更加全面、综合的角度，给大家介绍了会计系的师资力量、毕业去向、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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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设等各方面。让大家对会计系的一些客观情况有了清晰的认识，也帮助低年级同学对是否

选择会计系建立了更基础的逻辑。

随后，同学们根据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向学长学姐、李怡宗老师、MPAcc老师们提出了一

些问题，老师们和学长学姐都认真回答、互相补充，帮同学们解决了许多困扰。

最后，李怡宗老师为四位嘉宾颁发感谢证书，本次宣讲会取得了圆满成功。相信通过本次

宣讲会，参会的同学都收获了关于专业选择、未来发展路径的经验。祝愿同学们都能找到自己

喜欢、也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学有所成、享受生活！

（撰稿人：余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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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er在路上

——光华会计系 2020年保研经验分享合集

提起“最难保研季”，首先浮现在你脑海里的是什么？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的招生宣

传，复杂繁琐、让人辗转忙碌的申请流程，层层选拔、使人忐忑不安的各轮面试，还有知乎上、

树洞里时常出现的负面情绪，以及新冠疫情给学业和生活方方面面带来的巨大变化与冲击……

凡此种种，都在不平凡的 2020年，使本就日趋艰难的保研之路愈发显得坎坷。但或许路越曲

折、越千回百转，看到的风景也越多。对于会计系 2017级选择保研的同学们而言，在经历了

一段辛勤而难忘的回忆之后，大家都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道路，也留下了很多有益的收获。

本期《走近会计系》本科生专栏邀请到 8位选择保研的同学分享自己保研路上的经验与感

悟，范围覆盖了北清复交四所学校的金融硕士、会计硕士、法律硕士和国际商务硕士等众多项

目，供学弟学妹们参考借鉴，也供 2017级的朋友们记录下生活的点滴精彩。

一、金融硕士项目

张洋，2017 级会计系本科生，保研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硕士项目。

今年的保研季受到疫情的影响，与往年稍显不同——包括时间线整体延后、笔试基本取消、

面试形式全部转为线上、出国党大批转保研等等，这给整个保研过程带来较大变数，也让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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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氛围更显浓厚（从树洞的金融硕日经话题便可见一二）。不过最终结果证明，这种焦虑是多

余的、不必要的，身边许多同学（包括我自己），在九月或十月收到了补录通知、waiting 被

转正、通过了十推……虽然中间过程或顺利、或波折、或喜悦、或煎熬，大家最终都“拥有了

光明的前途”。

保研的时间线其实弹性很大，有人从大三开学就开始做准备，有人直到大三到大四之间

的暑假才临时决定保研。尽早准备当然更好，但是也不用担忧从现在开始准备会过晚。我虽然

一直把保研作为第一选择，但是由于大三上学期在国外玩耍得过于开心，直到今年二月才开始

正式准备了下面这几件事情：

第一是搜集信息。树洞其实汇聚了一些有用信息，但是需要认真地辨别和搜寻（毕竟大

部分是无聊的引战帖），比如#1172143、#1346116等等。当然更好的方法是咨询学长学姐，整

理好具体问题后向他们集中请教解决。此外，“RUC思享”这个公众号也有很多经验帖（人大

外保金融硕的帖子）可以参考。目标院校的公众号也要及时关注，获取宣讲会、夏令营的最新

信息。咱们会计系也会举办保研分享会，会有上一届学长学姐以及系主任怡宗老师进行分享，

当时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第二是专业课的复习。对于会计专业的同学而言，我认为公司财务管理、中级财务会计

是最重要的、务必复习的课程，如果时间精力充裕的话，证券投资学、经济学、概率统计以及

相关计量课程也可以适当复习。面试时专业问题可能是会计相关，也可能是金融相关，中英文

出题都有可能，所以复习时也应注意如何用英文表达相关知识点。

第三是简历的梳理。简历上出现的每个术语、字眼都要能很好地解释说明。职业规划是

保研面试逃不过的问题，最好根据简历上的实习、实践相关经历组织出一个故事，来说明自己

的职业发展规划（包含选择的原因、过去的努力、未来的计划等）。我在保研面试时并没有被

问到太多实习相关的问题，反而面试官就助研经历、沃土计划、光华案例大赛等等提问较多，

这是与平时大家熟悉的实习面试比较不同的。如果自己有创业、科研等等比较独特、有亮点的

经历的话，一定要好好梳理总结，在面试的自我介绍中突出这些经历，从而引导老师就这些我

们精心准备过的经历提问。

第四是时事热点的准备。保研面试对时事深度的考察胜过对广度的考察。老师更喜欢考

察能和课本专业知识结合的时事热点，希望看到我们如何用专业知识来思考时事问题。另外，

多多关注自己未来职业发展方向的时事新闻。

作为一名海投型选手，我并没有对清华经管做单独的、特别的准备，而是用上面所说的

同一套准备方法，外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自我安慰精神，莽过了所有学校的面试。

不过，根据我浅薄的经验，清华经管的确有几个独特之处。

第一，经管和光华都是滚动制面试。越早申请，过初审机会越多（第一批报名若初审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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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材料会自动递补到第二批）。第一批大佬扎堆、竞争激烈，但是录取名额较多；第二批竞

争稍小，但是名额减少。选择哪一批次申请也是一场博弈了。据江湖传言，清华经管第一批

录取概率远高于第二批，因此最好申请第一批；而光华两批的录取比例的差距没有经管那么

悬殊，因此可以根据自己的准备充分程度来选择报名时间。

第二，经管喜欢用英文考察专业问题（结合自身以及学长学姐经验得出）。众所周知，北

京高校的金融硕项目对于英文考察不多，比如我今年在光华金融硕的面试完全没有考察英文。

但是经管面试一上来就用英文提问专业问题，属实让我有点惊讶，当然问题不难，大家从容

应对即可。

第三，经管面试可能有一点压力面试的味道，所有老师全程面无表情，一副我就静静看

着你胡说的样子，不过也可能同一学校的不同面试教室之间会有风格上的差别。压力面试千

万别虚，拿出 slay全场的气势基本就成功一半了。毕竟面试是对信心、运气、实力等因素的

综合考察。

保研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园子里有很多小伙伴互相分享信息、共同准备面试、最终一起

收割 offer，一路受到太多人的关心和帮助，最终拿到了意料之外的结果。所以“梦想总是要

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希望我们都梦想成真。

谢妤卓，2017 级会计系本科生，保研至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硕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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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研过程的时间线

前期主要是信息搜集，首先可以去官网上、项目公众号上搜集对应的项目介绍，了解项目

的硬性/软性条件，自己有一个基础的认知后再找往届学长学姐请教，了解更细节的信息（面

试风格、复习重点等），大三寒假会陆续发布各个项目的宣讲会，需要特别关注。泛商科相关

的硕士项目有金融、会计、管理、商业分析几类，不同类别毕业后的求职方向有所侧重，但也

可以交叉，需要综合考虑自己的背景以及求职意愿进行选择。

光华和清华经管的提前批是 3-4 月，所以最迟寒假的时候需要开始系统准备，往年来看

4-5 月时提前批会结束，今年在疫情影响下战线更长一些。

时间安排上，由于大三下学期需要兼顾学业和面试，有的同学可能还要实习，建议将系统

性的信息搜集工作、基础知识的复习工作在开学前完成。申请方向相同的同学可以保持密切交

流，相互提醒申请时间点，减轻自己的认知负担。

二、简历准备

总的来说，写法上与实习简历没有太大区别，区别可能在于保研的简历可以多放一些科研

经历，如自己做过的比较满意的实证论文。面试官多为教授，所以相比于工作面试，会对理论

知识有所关注。

三、面试

北京高校的项目比较常规，和实习面试没有本质区别，需要对自己的简历了如指掌，做到

简历上任何地方都能有回答空间；上海高校的项目问题会比较发散，比如对时事热点问题的看

法，形式也比较灵活，比如小组辩论。这需要平时多积累行业知识，关注金融新闻。另外高金

和管院是中英文面试，需要集中锻炼一下口语能力。

基本问题：可以提前准备，至少需要准备自我介绍、个人职业规划及申请动机。有英文面

试的项目中英文各准备一份。

基础知识：对于细节技术和宏观架构的掌控同等重要。老师可能不会问技术性的问题，而

关注你对某门课程/某个理论在整体知识框架中所处的位置，复习时需要头脑清晰地进行梳理，

当然学这门课时就把知识脉络装在脑子里是最好的。

四、总结

保研功夫在平时，简历硬指标、面试水平和口头表达能力等可能都是前三年积累的结果，

面试时能准备到的东西有限，如果被问到了预期以外的问题，保持冷静，尽力应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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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师阳，2017 级会计系本科生，保研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硕士项目。

按照往年经验，清华经管应该是一轮笔试+一轮面试，但是疫情期间的考核取消了笔试，

就只剩下一轮单面。清华经管的风格则是“让你永远在意料之外”，整体提问风格很飘逸，套

路很少，感觉上是希望学生应变能力比较强。比如我回答职业规划时提到了一句希望能积攒人

脉，老师就追问你觉得人力资本在市场上如何合理定价，完全偏离了原话题职业规划，只能开

始现场发挥。然后提问成绩单时，清华老师也没有问专业课的成绩或者知识性问题，而是问我

一门非专业课为什么被正态，有没有逃水课，也只能现场硬答。整场面试时长 20 分钟，基本

没有涉及到自己准备了很久的各项专业与简历问题，意外的是最后也收到了录取。下面结合自

己的经历给大家提供一些保研小 tips:

做一个“海王”，多给自己创造机会。夏令营申请时各个项目的材料相似度其实是比较高

的，投递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多投递几个项目，也不必太过在意网络上（尤其树洞）对于各种

硬性条件（XXX项目卡 XXX）的传闻，心仪的项目申请一下至少日后不会后悔。像我这种保

底的项目全被拒，反而拿到理想项目的情况也并不是个例，所以希望同学能多多尝试！

与本系同学沟通，最好错开申请。对于上海那边学校的靠前批次，同一批报名和入营的同

系同学较多，最后发 offer时感觉老师的确有所规避，希望生源更多元化，因此最好与本系

（尤其排名靠前的同学）错开申请，提高录取的几率。

认清保研不比考研战线短，调整被拒心态。按往年经验，我本来是希望泛海能较大概率得

到预录取后，能够更轻松地面对其他夏令营，然后第一家泛海就挂掉了，只能把战线继续拖长。

之后甚至连最后保底的安泰也被拒了（甚至没给 waiting，至今耿耿于怀），心态就开始有点崩

了。因此可见保研过程中不可控因素太多，运气成分也有，那么面对不理想的结果和体力精力

的持续消耗只能不断调整心态，保持冷静和积极，让每一场面试时自己都能处于最佳状态上场

应答，坚持到最后一家最后一面，相信结果不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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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最重要的一点，保研季大家一定科学使用树洞，远离所谓的“金融硕排名大战”，远

离焦虑。

联合小伙伴积极模拟面试。相对于笔试，自己准备面试的效率是比较低下的，最好能有

几个申请同类项目的同学互相模拟，然后每次模拟后积极总结完善自己的回答。除了清华经

管热爱各类飘逸问题之外，其他学校的个面问题和群面套路还是比较类似的，部分常驻问题

甚至可以做成一个面试回答册，直接背下来。

拿到理想 offer 后及时放弃更低层次的 offer。保研的同学们都不容易，也希望同学们拿

到理想 offer 后能及时放弃更低层次的 offer，给其他同学及时补录上岸提供机会，攒攒人品！

邓文争，2017 级会计系本科生，保研至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金融硕士项目。

开门见山，先说一下我自己在保研季的“战况”：我参加过面试的项目有复旦泛海金融硕、

光华MPAcc、光华金融硕、清华经管金融硕，最后拿到 offer的是泛海金融硕。从最后的结果

来看，我的表现非常一般。但是，大佬们的成功经验我们不一定学得来，菜鸡踩过的坑却比较

容易避开，在这里，我希望把我踩过的坑标记出来，帮助大家在保研这条路上走得更加顺利。

本篇主要和大家分享在报名和面试准备阶段的经历、经验和反思：

一、报名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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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阶段涉及到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报名项目选择、报名批次选择和报名材料。

1. 报名项目选择

第一条建议是尽量多报名不同的项目，毕竟报名是几乎没有成本的，却可能给你带来巨大

的收益（当然，实力强的同学可以忽略）。常见的项目主要分布在清北复交，包括：光华的学

硕、金融硕、BA、MPAcc，清华经管（金融硕和管理硕）和五道口，复旦的泛海和管院，上

交的高金等。同校的有些项目会有冲突，不能同时报名，比如清华经管和五道口，这就涉及到

下一个问题了。

第二条建议是和同系的同学错开报名。如果你对于项目没有明显的偏好，那么报名之前先

了解一下同系同学的想法，错开报名会更好。毕竟会计系属于小系，在同一轮面试中出现两个

人的话，就不可避免地会被老师拿来比较，进而影响对你的主观判断。错开的另一个好处就是

更能把握住所有的机会，全系的录取结果会更优，比如我们级会计系没有人报名五道口，但实

际上今年五道口的录取率非常高。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判断和偏好。

2. 报名批次选择

和上面一样，建议大家与同系同学错开。另一方面，注意不同项目的复试时间，避免冲突。

3. 报名材料

除了按照规定准备各项材料之后，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不要自己给自己挖坑，报名阶段提交

上去的个人陈述、成绩单、简历等都会成为之后面试时老师手里的材料，所以在撰写时一定要

检查逻辑上是否有漏洞，是否有可能被 cue的点，被问到了自己是否能够从容应答。我在面试

经管时就因为个人陈述中有两句话逻辑有问题，被老师揪出来，把我给问懵了。自己检查完还

不放心的话可以找学长学姐或者同学之间交叉检查，第三人视角往往能看出自己忽视的问题。

二、面试准备

由于疫情影响，今年我参加的这几个项目都没有群面（除了泛海有个组队的 case pre），只

有个面，所以在此就只和大家聊一下个面的准备。

做个不恰当的比喻，个面就像是一个厨艺展示比赛（吃货本质暴露无遗），你要做的就是

运用你有的食材（递交的材料、记住的知识、过往的经历等），在 15 至 20 分钟的时间里面，

做出一道拿手菜（讲好自己的故事），让挑剔的评委们（面试官）满意。因此，在面试之前就

要准备好充足且优质的食材。

个面涉及到的问题主要有三类：知识点、经历和 motivation相关的问题（至于老师追问出

什么问题就随缘了，面清华经管时老师聊着聊着就问到了对香港问题的看法）。知识点的话，

会计系同学主要会涉及到会计和金融相关的知识（不幸的是，我在面光华金融硕的时候被问到

了计量问题，虽然我并没学过），建议寒假前后就可以开始复习大一大二的核心课程。关于经

历，对于自己简历、个人陈述上面涉及到的相关经历都要非常熟悉，针对可能被问到的问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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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写好答案，比如某段实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学生会工作期间组织过的活动等，一个合格的

回答最好就是能展示出你的学习、组织和抗压能力。motivation的问题主要包括你的职业规划、

读研的理由、选择该项目的理由等，准备的回答可以根据相关的项目进行调整，比如在面试

MPAcc时，最好不要说自己未来计划去投行、PE等，项目希望培养的是未来的 CFO（虽然最

后该项目优秀的同学八成还是去金融行业了）。这些 motivation的问题在你平时的思考和与他

人的交流中基本都会有涉及，即使不为面试准备，想清楚这些问题对自己也是大有裨益的。

关于不同项目之间的差异，篇幅所限，在此就不展开了。最后在多一句嘴，在保研征途中，

遇到问题就多向学长学姐、老师们请教，不必害羞或者害怕耽误对方时间，你们成功保研上岸

是一件让所有人都开心的事。希望大家都能被自己心仪的项目录取，拥抱一个快乐的大四！

刘婧怡，2017 级会计系本科生，保研至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硕士项目。

在选择保研具体的申请目标之前，首先需要对各个学校以及各个项目做一个相对完整的了

解，以便选择较为适合自己的准备方向。我个人在对就业地区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进行比较后，

选择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复旦管院的项目种类比较多，分为金融硕士（GMIF、MIF、MFE）

以及管理硕士（GMIM、DDIM），针对个人的未来职业规划以及兴趣选择，我参与的是金融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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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夏令营项目。

管院的夏令营分为不同的轮次，相对而言时间的跨度也比较长，从而需要较早地对自己选

择项目的申请开始与截止时间进行记录，保证不要错过申请的相关 ddl. 管院的项目会更加看

重同学的综合能力与英语能力，会有一些基本的成绩要求与实习经历要求，同时在英语方面也

更加偏好具有雅思、托福或者 GRE、GMAT成绩，相关的学术科研经历属于加分项但不是必

备；在申请资料的提交过程中，除了推荐信、个人陈述、个人简历以及一些基本资料的提交之

外，还需要录制 60s的纯英文个人介绍视频。

在面试环节中，分为两轮，第一轮为小组面试，第二轮为个人面试，但是两轮面试都是全

英文面试，所以对于同学们的英语口语以及临场反应的能力要求比较高。在小组面试中，会进

行随机分组，每组都是 8个人，时长基本在 30分钟左右，会有辩论或者 case的形式，我当时

是进行辩论（例如疫情结束影院会迎来发展还是仍旧萧条？），我们当时是被随机分成正反方

进行五分钟左右的准备，在辩论过程中，由于我们当时进行的是线上面试，从而会出现一定的

网络延迟以及说话比较混乱的情况，基本每个人都有比较强的表现力，但我个人觉得有时候也

需要对其他人表示一定的尊重以及礼让，在过程中准确并且清晰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就好，没有

必要重复一些没有意义的观点。在个人面试中，是 4 个人一组轮流回答问题，会有四个面试官，

首先做简单的自我介绍，能够介绍清楚自己并且增加一两个自己的特点就好，不必非常冗长；

然后每一个面试官会问 1—2个问题，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面试内容不会特别强调高深的金

融专业知识，更加注重金融行业 sense类的问题，比如会问到对于某些行业的未来发展的看法、

相关的投资看法以及对于金融市场一些现象的观点等。

复旦管院不同项目之间的面试内容比较多样化，可以提前向相关项目的学长学姐询问一些

面试相关的问题，能够和同学们一起多 mock几次效果肯定会更好。

以上是我个人保研的一些经验，希望大家保研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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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计硕士项目

雷咏荃，2017 级会计系本科生，保研至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会计硕士项目。

针对保研，我首先想分享的观点是：了解自己、精准定位，有时候选择比埋头苦干更重要。

在保研申请季到来的时候，我们不可避免都会遇到同样的一个问题：项目太多，时间不够，同

时觉得没有把握。在国内外升学压力都较大的 2020年，很多同学选择了海投，前期花了较长

时间去准备推荐信等各种材料，而对于当时正在实习的我来说，要申请四五个项目是不太可能

的，所以我采取的战略和很多同学都不一样。因为我本人对会计硕士有着较强的偏好，所以我

在金融硕与会计硕之间首先就选择了会计硕，将自己的申请范围锁定在了会计硕以内。接着我

需要做的是对自己进行评估，根据老师以及会计系的学长学姐们在宣讲会上的介绍，测试自己

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和该项目的匹配程度。在时间不够充分的情况下，通过对自己的评估，我们

可以通过比较有效的方式申请到自己心仪的项目。

MPAcc项目每年的保研名额较少，一般是从 60个通过初试入营的同学中录 12个，而今年

通过初试的 60名同学中有 8名左右的光华学生，但是最终的保研名额很可能只有一个。所以

这说明，想要保研的同学，不要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一个项目上，这样做风险会很大。

接下来谈一谈同学们最关心的问题：MPAcc项目的面试老师们看重什么，以及复试会测

试哪些内容？首先，要想顺利通过初试入营，我觉得申请者本身经历要有自己的亮点，一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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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比较出色的一个方面。另外，作为一个就业导向的项目，实习经历也比较重要。借用系主任

李怡宗老师的话来说，实习经历代表的是这个就业市场对你能力的一种认可。能否获得一份有

含金量的实习，本身就是就业市场对我们进行的一轮筛选。因此，想要申请这个项目的同学，

一定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初试过完之后，大概会在十天内进行复试。2020年的复试，因疫情原因，是在线上举行

的。复试取消了群面的部分，成绩由个人面试来决定。总的来说，MPAcc的个面难度不会很大，

全场采用的是中文。比起考察一些具体的理论知识，面试老师们更关注的是思维敏捷度与面试

者对大局的把握能力。比如说，怎么看待上市企业的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怎么看待科技的发

展加剧了不平等这一说法？这些问题很难说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需要我们在短时间内将其

与所学的知识联系起来，并且尽可能的生动、全面，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能够在回答问题的

时候举出一些具体的例子，会很大程度上丰富答案，减少空洞的叙述。另外，在前期提交的申

请材料中写到的每句话，都要做好被提问的准备。比如说我面试时就被问到了两年前进行的沃

土计划的相关问题，所以如果简历里有写到比较久远的经历，一定要有意识地去回顾、思考与

复习。除此之外，老师们在最后也会关注未来职业规划等问题，职业规划一定要提前做好，并

且要和自己的经历有一定的匹配度。

以上是我的保研经验分享，希望大家都能顺利申请到理想的项目，过上理想的生活。

三、法律硕士项目

刘旭晗，2017 级会计系本科生，成功申请到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的法律硕士项目，最终

选择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金融硕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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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的宏观环境变化让出国这条路显得格外艰难，作为一名原出国党，我也经历了很长

时间的纠结和徘徊，最终选择了“出口转内销”，有幸在此分享一点我的非典型保研经验。

国内保研的时间线整体靠前，三四月左右部分项目的提前批就已经启动了。建议大家如果

对于未来出路没有确定的想法，还是多尝试、早准备。我到大三暑假的时候，才决心着手保研，

做两手准备。届时会计项目已经结束、各金融项目的剩余名额也已经很少了，经过权衡，我将

目标瞄准了法律硕士项目，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对法律专业具有一定的了解和兴趣，二是从

实操性看法硕项目准备起来简单、通过率也相对高。北大的法律硕士项目有两个：本部法学院

法律硕士，以及深圳研究生院的国际法学院法律硕士，前者大家都已有所耳闻，后者则比较小

众，我将着重介绍。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简称 STL（School of Transnational Law），是一所相对年轻的学院，由

原密歇根大学法学院院长、康奈尔大学校长 Jeffrey S. Lehman担任创院院长。STL的法律硕士

（非法学）项目学制四年，第一年由外国教授们进行全英文授课，学习美国普通法 J.D.课程，

第二年开始进入中国法的学习，第三年会有海外交换的机会，第四年基本就是实习和找工作。

STL 是一个优缺点都很突出的学院，其优点在于可以同时学习普通法和中国法的课程，学生基

础知识扎实、外语能力突出、法律检索和文书写作等实务能力也能够得以锻炼，集中体现在就

业报告很好看，有很多非法本的毕业生进入了知名的红圈律所和外所；缺点也很明显，深研院

的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学制长时间成本高，课业压力大，生源院校一般。站在我个人的角度，

如果你有志于从事法律行业，尤其是有志于做从事涉外业务的职业律师，那么 STL是一个很

值得推荐的选择。

STL会在每年暑假举办 Summer Honors Program，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夏令营，申请时间在

6 月底到 7月初，不需要提交推荐信，今年的 SHP由于疫情的原因改为线上举行。与很多名为

夏令营实则是各种笔试、面试集合的项目不同，SHP着实像一个夏令营，五天时间安排得非常

紧凑，包括 J.D.和 J.M.体验课、小班研讨课、写作和口头辩论指导课、写作考核、模拟法庭以

及在校生分享和校友分享等很多活动。SHP是一个学院与学生双向选择的过程，因为夏令营的

授课模式和强度十分贴近 STL在校生的真实情境，如果同学在参加 SHP的过程中发现无法适

应或者不感兴趣，也可以及时止损。考核则分为两个部分：写作和模拟法庭。与本部的法硕复

试不同，STL基本不需要前期准备，主要考察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外语水平，其考核内容的基本

作答思路和话术规范都能从夏令营的课程学习中自行提炼总结。

如果有同学对法律行业感兴趣，又不知道如何了解这个新领域，希望我的经历可以为你带

来一点小小的启发：如果你想寓教于乐，推荐去看美剧《傲骨贤妻》以及去年腾讯推出的一档

很下饭的综艺节目《令人心动的 offer》，虽然表演痕迹有些重，也不尽真实，但还是能在一定

程度上展现中美诉讼律师的工作内容和生活状态；如果你想选法学院的课，又担心拖累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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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A，不如先选择 B类通选中法学院开设的课程试试；如果你对普通法感兴趣，可以趁着去英

美国家交换，选一门交换学校的法律课程，除了学习法律知识、了解法律思维，还能大幅提升

英语水平；如果你想多了解非诉中的资本市场业务，实习间歇可以去和驻场的律师搭搭话，或

者管 leader要几份尽调报告研究研究；如果你最后有意愿在硕士阶段转向法律专业，不妨去找

法学院的同学、选择法硕的学长学姐、家里从事法律行业的亲戚朋友、乃至会计系的老师们聊

一聊天，听取更多的建议。

需要提醒的是，STL和北大法硕是互斥的，STL会先发 offer，如果你选择九推继续报名本

部的法硕项目，那么你在 STL的 offer会被取消，降到 waiting list（但也有补录的机会）。所以

想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很重要，要想好自己愿不愿意上一年全英文的 J.D.课程，愿不愿意去

深圳。

就在我确认了 STL的 offer，开始为从事法律行业做准备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变数，复旦

泛海新开了一个批次，我也顺利入选了（相信已经有文章介绍泛海的保研情况，我就不再赘

述）。虽然经过综合的考量，我最终选择了继续在金融领域求学，但我仍认为 STL是一个很适

合有志于从事法律行业（特别是律师职业）的同学的好去处。如果有同学对此感兴趣，有任何

问题欢迎随时联系我。

四、国际商务硕士项目

王彤彤，2017 级会计系本科生，保研至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国际商务硕士项目。

背景介绍：绩点排名会计系前 25%，在 4月夏令营递材料期有过一段行研的实习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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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项目选择

如果不是跨保，其实供我们可选择的好学校、好项目并不多，基本就是清北复交人的金融

硕、会计硕、管理硕。当时的我对未来很迷茫，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所以对金融、会计、管

理都没有特殊的偏好，觉得只要有学上就行了。结合自己的条件，我清醒地知道清北的金融硕

会很难，所以我把目标主要集中在复旦管院的 DDIM项目、北大光华MPAcc项目和清华MIM

项目，冲一把清华金融硕。

很多北大本科的人去念非清北的硕士总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坎，觉得怪怪的。我也遇到了很

多人问我“你为什么去复旦了啊”，我一般会在两个备选答案随机回答——“本校保不上啊”

“我想换个城市呆”，之后的聊天走向要么就是保研竞争激烈，要么就是对上海生活的向往，

一段聊天也就过去了。其实真正在意这件事情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觉得自己不够优秀，没

办法延续 top2的学习生活；觉得自己不够聪明，没办法像别人一样，随便学学就能 90+；觉得

自己反应迟钝，大三下学期才认真的找实习。自我责备、自我怀疑充斥着自己，但当保研结束，

当我可以和别人和自然的说起“我保不上本校”的时候，我那时才和自己和解，接纳了这个在

北大平凡生活着的自己。

但最认真准备的是 DDIM项目。这个项目首先吸引我的是“奖学金全覆盖”，是的，在动

辄上 10万的经管院系硕士项目里，这个学费实在太有诱惑力了。然后就是 DDIM项目的就业

多样性，它并不像金融硕士或者会计硕士一样，大部分就业都集中在特定领域，而是覆盖了金

融、咨询、快消，并且分布均匀。当时的我仍然没有想清楚以后要做什么，这种就业多样性可

以让我有更多机会了解不同行业的特点，也有更丰富的就业资源。最后一个亮点就是它是一个

双学位两年半项目，第二年的时候可以到意大利交换一年，同时可以参加两次暑期实习申请。

二、关于面试

1. 复旦管院 DDIM

管院的夏令营活动很多，有讲座还有大型游戏现场，如果不是疫情的原因，估计在线下

会很嗨。但主要决定最后结果的是一次群面和一次辩论面试。所以这里主要介绍群面和辩论。

群面首先是无顺序的自我介绍和提问，之后是一对一的问答。在前面的无顺序的问答环

节中，建议大家尽量靠前回答，靠前回答不会出现观点重复，相对来说会简单一点。但是由于

本人抢答能力有限，好几个问题试图抢答，但是没抢到只能最后说，就很尴尬。所以如果有像

我一样不会抢答的同学，还是默默在心里准备一份更完美的答案，不要出现每次抢还都抢不到

的尴尬情况。一对一提问基本是基于简历的 behavior question，比如说我被问到“你在贝恩杯

作为队长收获的最深刻的经验是什么”，但没有问到在贝恩杯里的观点和产出是什么。另外就

是，在提问别人的时候还是别完全放空自己，因为一对一提问也是无顺序的，会突然 cue到你，

如果没听见就很尴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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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辩论，我听到第二轮是辩论形式的时候，整个人都懵逼了，还能有这操作。辩论是

4v4形式，前期有 3分钟的讨论，后面辩论环节是轮流 1分钟发言，接着 10分钟的自由辩论，

最后四辩各 1分钟总结发言。因为人数很多，这个面试最大的 point就是一定要说话！一定要

说话！不要等别人把话茬递到你嘴边，要自己主动发言！尤其是前面的自由讨论，和自由辩论，

尽量在自由讨论的时候 lead，提框架，提好的想法，做总结，在分配发言顺序的时候也努力争

取一辩，一辩整体发言会更有逻辑，更从容一些。四辩很会很难，因为要总结前面的发言和辩

论内容，但如果能力很强，四辩也更容易出彩。

另外管院的面试是全英文进行的，英语口语好的选手肯定有加分。

整体感觉下来，管院的夏令营是挺有意思的，面试形式有常规的部分（比如说群面），也

有新颖创新的部分（比如辩论），还有一些小游戏和讲座。

2. 复旦泛海

泛海主要是一次个人面试（1v3），一次小组讨论和 presentation。小组讨论是做一个创业案

例，有 10万的启动资金和分配的创业主题（我们当时是女性权益）。准备的过程还是挺好玩的，

我们小组有很多次认真的讨论，对我们的项目不断推敲，最后形成一个我们比较满意的方案。

泛海的面试形式很看同组组员的水平，很要命的问题就是很难表现出自己，因为准备的过程是

评委不可见的，所以也有可能出现 free rider的情况。除非在 Q&A过程中回答的很亮眼。

3. 光华 MPAcc

光华是我最尴尬的面试了。我之前打探的到的消息是面试主要针对简历提问，我就又把自

己的简历顺了一遍，万万没想到问的全是专业知识。5个老师全都开着视频，其中还有两个帮

我写推荐信的老师，场面就是一度尴尬。因为我真的记不清什么是吉芬商品，也没办法形而上

地回答出盈余管理的主要思路。敏亚老师当时看我回答不出来“中心极限定理”是什么的时候，

还一步一步的在提醒我，但是我只有朦胧的想法，却没办法细致的描述出来。所以准备

MPAcc的小伙伴最好把大一、大二学的专业课的知识再好好巩固一下。

完结撒花，希望这篇充满了碎碎念的保研分享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撰稿人：王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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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月

遥想起十年前，我第一次来到北京。早上去同仁医院滴散瞳眼药水以便第二天检查视力，

下午就迫不及待地来到北大半眯着眼睛参观。现在只能忆起一些零碎的画面：西门的一对华表，

湖东桥上的小蜗牛，站满游人的石舫，边跑步边练口语的学姐……十年前，那个尚显稚嫩的自

己，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和对校园的留恋，不舍离去。暗自思量，不知道何时有机会能够更从容

地欣赏一次，更期待融入这个质朴典雅的校园。

可能这些想法悄悄地在我心里生根发芽，不断给予我力量，促使我向这个学校努力靠近。

十年之后，我以一名研究生新生的身份再次来到北大，感到幸运之余也倍加珍惜。开学一个月

虽说不长，但也经历了一番探索，现分三个方面一一写下。

开学报到那天是我的父亲陪我来的，按照计划父亲当天晚上坐高铁回家。遗憾的是，我那

天很匆忙也很兴奋，一整天也没有留出时间陪父亲到处走走看看，傍晚的时候在宿舍园区门口

和父亲匆匆道了别。没过多久，看到父亲在家庭微信群里面发了自己在北大西门的留影。他说

是一位教授帮忙拍的，并且那位教授似乎看出他急于赶路，便驾车把他送到地铁站。父亲非常

感慨，感慨于教授的随和、耐心和热心，告诉我说他突然感到非常安心地离开北京。晚上，我

和在北京工作几年也同是北大毕业的兄长一起吃饭，他和我说了很多工作上的见闻和感想。临

近分别的时候，他又非常深情地说了一句：“要说北大带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每当我遇到困

难想退却的时候，我总是想到‘我是北大的，怎么能倒下？’”由这两件小事，我想到了亲人

对我的期待，期待我在北大的两年能修身养性，提高自己的涵养；期待我日后走进社会，也能

MPAcc 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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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上应有的自强和韧性。

我曾经无数次设想自己会如何度过这两年，即便想得非常细致入微，却也总担心会忽略了

什么，更没有对两年后状态的明确认识。也曾在多个夜晚焦虑地思考，自己到底会以什么样的

精神面貌从容地走出这个校园。经济学老师曾在课堂上说，大学其实是一种信号机制，进入认

可度高的大学意味着你拥有较高的智商或者努力程度。我开始思考，我应该将目光聚焦于“大

学”还是和我发出同样信号的“大学中的人”。我想应该是后者，我应该积极与他们交流探讨，

互相促进，专注地表达与倾听，自信地质疑与接受质疑，以期再次发出理想中的“信号”。至

于如何在之后的岁月中更加从容？衡量自己的“尺子”到底是掌握在自己手里还是别人手里？

我一直无解。直到开学典礼上，院长的一句话给了我启发：“真正的高贵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这意味着自我否定，自我发展；意味着摒弃内卷的努力模式，开拓新的可能；意味着时时刻刻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恍然，这些大概就是我对自己的期待，期待我学会表达，从沟通中

学习；期待我有冷静的头脑，不断反省与超越。

至于社会对我有什么期待？我起初并未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机缘巧合，我在两个场合

都听到分享嘉宾提醒一段实习过后，我们要让雇主“no reason to reject you”。听到这句话后我

心态发生了很大转变：我之前常常能够“理解”别人不选择我的原因，比如我不够细心，专注

度不够或者直接是因为我没有亮眼的履历。可是现在，我发现这些都是不合理的，雇主或者其

他人愿意给予我一次机会就是抱着“no reason to reject you”的期许，我应该做的，是不辜负别

人的期许，甚至超预期完成工作，而不是期待别人理解我一些缺点甚至进行自我合理化。同时，

我也越发体会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起初可能只是因为通过微信推送

分享考研经验，或是在同学的 vlog中出镜，再到后来老师说自己常常从与同学们的交流中获

得理论或者实践上的启发，或许毕业后，同学们会带着从集体中收获的想法奔赴祖国各地，就

像《燕园情》中唱的那句“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社会需要一代又一代热忱正义的年

轻人思考、行动、发声，需要我们将个人的成长和伟大的事业相联系，需要从我们跳跃闪烁的

内心中窥见民族最具希望的未来。这些大概就是社会的期待，期待我们拿出专业的态度和超预

期的工作成果，期待我们有火热的心肠，有理想有担当。

开学第一月，思考颇多，收获颇丰，希望这些期待像剑悬于头顶。

（撰稿人：2020级MPAcc朱冰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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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秋日

我与未名的乍见之欢，在初秋。

忍受了年初席卷中华大地的疫情与风雪，经历了紧

张又匆匆流逝的复试与春日，走过了志得意满又略带忐

忑的盛夏假日，终于，我和初秋都乘着轻快而又有些急

切的脚步，寻到了期盼已久的未名。

未名湖的初秋，是极美的。

或许是因为我来自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极北之乡，

中国的所有其他地方，和我的家相比，四季的节奏都较

为延迟。九月中下旬，时候已然不早了，但未名湖边仍

是一片草木青葱。

未名畔，博雅旁，青山碧，柳丝长。

我坐在未名湖边的石椅上，清风拂过，带来些许清

爽得正好的凉意，岸边碧柳迎风舞动，腰肢款摆，仿佛

活泼多情的少女在欢迎着历尽艰辛终于来到此处的学子们。湖水也是碧色的，通体泛着明亮的

绿色，叫人看得眼底都映出生机来。时常可以看见学生、老师和带着小孩子的家长来此处，寻

找喜爱的风景，在取景框里留下一脉书香。博雅塔则是静静伫立在一旁，喃喃低语，仿佛已在

此守护了千年，并将永远守护下去。

时间到了，我该去上课了，三尺讲台上，先生大智大爱；三尺讲台下，弟子书声琅琅。

我与未名的再次相遇，在深秋。

凉意更重了一层，身上衣衫也又多了一层。这

次相遇，是匆匆一瞥。

北大基本已经逛得熟了，过了一个月，终于可

以摆脱了靠着导航找食堂的日子，各处的美味也都

尝了。闻名已久的学五鸡腿饭、燕南的特供菜品、

农园二楼的莲藕排骨汤、西餐厅的烤鸡肉饭等等。

随之而来的是繁忙的课业、赶不完的 ddl、需要很大

精力才能平衡的实习、前途待定的未来，压得大家

的脚步也有些沉重，步履更加匆忙。记得在我校，有一张清华学子放学图广为流传：他们一边

骑在自行车上，一遍看电脑或是背书。被大家调侃为“诸神的黄昏”。大家一面笑着调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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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面更加努力地找寻着自己的方向，或者在已经找好的方向上前进着。

这时，匆匆一瞥未名，心绪仿佛平静了很多。

眼底未名水，胸中长河月，这是北大的先哲们看到未名湖时的思考与呐喊。同样身临此处，

不知我的思想能否有幸在一瞬间和伟人们共鸣？或者单纯沾沾先贤们的智慧。

每天早上坐校车，从万柳出发到西南门，横穿整个学校抵达光华楼，都会路过矗立在楼下

的敢当石。敢为天下先，敢为人所不敢为之事，敢当人所不敢当之责，所谓，敢当。

我不禁想，这就是北大之所以是北大的原因吧。

深秋之时，我与北大，久处不厌。

这是个对我来说比较悲催的时候。秋风肃杀，黄叶纷纷落下。

光华楼前的银杏终于都黄了，一丛丛浅金铺垫在枝头，阳光从叶缝中洒下，也镀上了一层

温柔的浅金。我也蛮想和身边的朋友们一样，去拍个照，但直到银杏开始落了，都很遗憾没找

到合适的时机。韶光易辜负，秋光也不待人啊！

我则刚刚从校医院跑回来。作为外地人，还不太适应北京换季的节奏，一不小心衣服就穿

得过少或者过多，室外气温说降就降，正如结业考试说来就来。光华楼里暖气给得非常足，所

以我有好几天都在一身热汗和瑟瑟发抖之间无缝切换，终于，感冒了。

这次感冒来势汹汹，嗓子格外痒，特殊时期每次我带着口罩咳嗽打喷嚏都感觉怪怪的。捧

着一摞药走回教学楼，一边感慨着自己有救了，一边祈祷着这病快些好不要耽误我复习考试实

习，一边内心感激北大的医保实在是太良心了。

此时的未名，或许是习惯了猎猎秋风，愈

发妩媚多情起来。

湖水由原来的碧绿变成了颜色更深的青碧，

更显神秘婉约。沿着未名湖岸步行，可以发现，

翻尾石鱼露出水面的地方更多了，看到原水线

下的青苔；石舫也变得更高了，水落石出。

湖中的锦鲤也仿佛离我们更近了。时不时

可以看到有人拿着馒头，在岸边掰碎了掷入水

中，引来一大群锦鲤游来觅食。它们盯准水面上的食物，优雅地张开嘴，优雅地浮上来，优雅

地一口吞掉。

但优雅的锦鲤们是争不过游得飞快的鸳鸯和鸭子的。它们平时在水中游弋、嬉戏、梳理羽

毛，当食物被洒下，便快速地飞奔过来，一个跟头扎下去，叼住食物迅速游走。但它身后又会

紧跟着几只恋恋不舍的竞争对手，一直牢牢追着它，妄图把它嘴里的东西抢过来。于是它们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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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了几乎一整片湖，最初的那只终于得了空子，一口吞掉了。

我看得有趣，殊不知自己和它们一同成为了别人相机里的风景。

（撰稿人：2020级MPAcc宋踏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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